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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過去學界對於日本江戶時期重要思想家荻生徂徠的研究雖然很

多，但多集中於日本思想、儒學、古文辭學的領域。本書則以漢文圈

的東亞為範圍，將中國、日本、朝鮮納入研究視域，並能結合討論徂

徠學的詩文論和禮樂刑政論，為徂徠學研究創造新的研究成果。

此書不僅針對荻生徂徠個人的成長背景，從兵學、醫學的脈絡到

受中國明代古文辭影響的為學歷程，以及徂徠的儒學思想與政治理念

進行研究，亦論及荻生徂徠與其他日本儒者的比較，以及徂徠學派與

中、朝之交流等議題。是一部研究視角新穎、討論深入的著作，對於

東亞儒學與思想交流研究有重要貢獻。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現任國立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

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的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思想文化

史，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後的日本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專書《漢文圏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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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ける荻生徂徠――医学・兵学・儒学》（ ），及〈「明治知識」與

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期， ）、〈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

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本第 分，

）等中日文的論文，其中亦有論文被翻譯為英文和韓文。目前從

事於〈江戶與明治日本的臺灣歷史書寫：從後期水戶學到伊能嘉矩〉、

〈昌平黌儒者與德川後期的外交：以古賀精里、古賀侗庵為中心〉、

〈漢學與近現代東亞的政治思想：民族主義和世界秩序〉等主題的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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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荻生徂徠 可説是江戶思想史上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他

的學問廣及各個領域，特別是其詩文論、儒學論、政治論等對後世影

響深遠。因而，研究荻生徂徠思想也成為理解日本乃至東亞思想史的

關鍵。荻生徂徠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學史脈絡中論證

徂徠思想的現代性或儒學日本化等問題。但荻生徂徠思想與來自中國

的思想資源習習相關，且其本人也相當意識到同時代中東亞諸國間的

互動，故除了「武國」日本自身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外，吾人也必須從

整個東亞 漢文圈 思想空間來研究荻生徂徠乃至徂徠學派的思想與文

學。

所以，本書首先從社會史觀點，研究徂徠的家系，並論證與其家

系相關的醫學與兵學對其脱離宋學的作用。然後，探討荻生徂徠在漢

文圈知識傳統與武士統治的江戶日本社會中，如何承繼明代古文辭派

知識，建構其「古文辭學」詩文論，及其在「古文辭學」方法論引導

下，批判宋學並創出獨創儒學思想體系和提出政治改革論的思想過程。

本書指出徂徠認為江戶日本的政治制度雖有待改革，但已實施「封建」

制度的德川日本比同時代的「郡縣」中國更接近於「古中華」。然後，

本書探究徂徠的弟子所構成的徂徠學派如何基於「古文辭學」立場與

朝鮮通信使和長崎唐通事、來日本的華人交流，並批評他們受宋學影

響的文學等問題。最後，本書主張徂徠與其弟子們從「古文辭學」與

政治制度方面來主張日本的優越性，並且認為該思想傾向對江戶後期

思想史有深遠影響。

綜上所述，本書可說是目前最全面整理、研究荻生徂徠的浩瀚知

識，並釐清其各種學問相關性的研究書。本書的主張特色與貢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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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亞漢文圏與「武國」日本雙重脈絡中提出創新的荻生徂徠與徂徠

學派研究，從而深化並開拓了江戶思想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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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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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我自 年赴日留學，與我的研究對象荻生徂徠相遇以

來，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與各種史料和研究惡戰苦鬥後的研究成

果。荻生徂徠是我的研究對象，也是我的精神導師。我透過他的著作，

獲得一種東亞思想史的研究視野。其次，感謝黒住真教授、渡邊浩教

授和平石直昭教授等我在東京大學遇到的恩師。他們讓我明白東亞各

國雖皆受源自中國的漢文、儒學影響，但彼此的語言與社會文化差異

甚大，故必須在這樣的認知上展開日本思想史乃至東亞思想史研究。

還有感謝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提供我一個可以自由研究的環境。並且，

感謝石守謙院士和廖肇亨研究員所領導的東亞研究團隊，他們讓我能

更進一步地從東亞視野來進行研究。最後，感謝諸位評審委員能肯定

拙作，及長期默默支持的父母、妻子和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