
提    要

宋明理學心學一脈至王陽明出而大熾，整個理學思想的推衍，才算進入了最後的完成階

段。陽明後學中，基本分為三派：浙中派、泰州派，與江右派，皆自認直承陽明學說而來，彼

此常有學術上的爭辯，尤其是屬於浙中派的王龍溪與江右派的聶雙江兩人爭辯最烈。聶雙江

以「歸寂說」解釋陽明的良知學，於當時學術界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可謂突起異軍。「歸寂說」

在聶雙江思想，甚至對江右學派的思想，亦扮演著舉足輕重之地位，如同屬江右派的羅念菴極

度讚賞「歸寂說」的理論，雖有所諍議，但羅之「收攝保聚」說，亦不免受其影響。是以聶雙

江的「歸寂說」定位了他在王學思想上的地位，雖然有爭議處，但若就其思想系統獨立研究，

則頗為可取，更可以看出王學由王陽明開始，再由門人後學的闡發與轉化，形成了一種特殊的

王學的異質發展。

本文則由雙江之學以論「歸寂說」，試圖將聶雙江之思想單獨論之。故第一章主要討論方向

呈現本論文的研究方向等等前置作業問題。第一節介紹近人對於聶雙江之研究，以完整的論文

或書籍介紹為主，例如：林月惠的《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大陸學者

吳震的《聶豹、羅洪先評傳》等等書籍，以其了解近人對雙江先生的研究主題概況。第二節則

進入本論文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之呈現，本論文最主要的議題是在聶雙江哲學理論中的「歸寂說」

思想之研究，並旁及當時聶雙江與時人的哲學辯論。第三節則是介紹本論文的預期研究成果研

究價值。

第二章則以論聶雙江之「仕」、「學」、「悟」三者。雙江之「仕」可為其講「歸寂說」之實

證經歷，因為雙江所在乎者乃「學以致仕方為所用」的實務思考，因此他以仕進為避諱，任官

後亦頗有政聲，而此即可視為雙江實踐歸寂說的證明。至於雙江之學，本文提出他曾為督學邵

寶取為弟子員，明代社學系統中，常常是以吏為師，故筆者經由資料推論，雙江之所以熟習並

用程朱之學於歸寂說中，即因邵寶「學以洛、閩為的」，加上當時邵寶親取為弟子員，故雙江

之學應由程朱學入手。雙江之「悟」則講其後來從學陽明良知說，在翠微養病之時，從研習《大

學》漸悟「虛寂之旨」，故「雖父師之言，不敢苟從」，自己的思想慢慢形成氣候。到了六十一

歲被逮下獄，在獄中「乎見此心真體」，從此之後便以為「天下之理皆從此出」，至此以後，一

生皆從事良知歸寂之研究。

第三章是本文重心，由歸寂說之源起進入，基本接續第二章雙江之「悟」而論。隨後則

是論「歸寂說」之基本架構。由於雙江的「歸寂說」，依然是由陽明良知學以得悟，故多半是

基於陽明良知學的再解釋，而這種再解釋還援用了程朱學說，依此而講良知乃未發之中，已發

則受未發之宰制。「歸寂說」之開展，其基本圖像就是陽明良知學的開展，透過聶雙江對陽明

學的詮釋，使「寂」成為良知之重心，其中涉及了援引周濂溪以至於朱子之說，使「靜」的觀

念融於其說。並與王龍溪交涉「致知」之說，讓整體思想更為縝密。最後論及實踐工夫，乃由

「靜坐」以入門，「較之龍溪之籠統講一『悟』字，反見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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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論「歸寂說」之諍議，尤其是與王龍溪之辯論，實際上可見二人之論，若就個人

思想而言，實乃旗鼓相當，龍溪對於「歸寂說」之批評，若除去陽明良知學的背景概念，實無

以為據。更有羅念菴贊同「歸寂說」概念而講「收攝保聚說」，然而雖然念菴贊同雙江「歸寂說」，

不過其「收攝保聚說」卻也未必全從雙江，可說是雙江「歸寂說」開啟「良知本寂」的思考以後，

讓後學者有另一思考良知發展的方向。

第五章則為結論。因為聶雙江思想雖屬陽明心學一脈，但他試圖融合心學與道學，故其說

轉化程朱思想用以解釋「歸寂」概念。而陽明學末流轉入狂禪，聶雙江「歸寂說」因強調知覺

的修為，因而成為得以救正王學流弊之說，是以後來提倡「慎獨」思想者，多有雙江「歸寂說」

思想之痕跡。

故黃宗羲言江右之學乃「為之救正（王學），故不至十分決裂」，實是對聶雙江「歸寂說」

的一句公評。聶雙江「歸寂說」的提出，也許對於「良知」的概念並非全為陽明思路，但是這

種發展卻是活化了王學內部的思辨，因此這種異質的發展，亦有正面的刺激性質，不可全盤的

對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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