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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2辑）：朱熹与经典诠释》是林维杰先生在德国波鸿大学留学期
间的研究成果，是一部从诠释学观点探讨朱子解经思想的著作。
除了“导言”之外，全书共有九章，分属四个部分：意义论、方法论、工夫论与转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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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维杰，台湾彰化人。
台湾东海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at
Bochum）哲学博士（2000年）。
曾任教于台湾南华大学哲学系，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学与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专长为诠释学、儒学与跨文化哲学，尤其关注中国儒学的经典诠释问题。
除了本书所论的朱熹学之外，也留心研究宋明理学整体在解经议题方面的诠释学内容，提出了象征与
譬喻、自主与依他、伦理学与认识论的诠释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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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格说来，施莱尔马赫与朱子在主观面与客观面的对比其实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此不对称倒
不是强调朱子论《论语》的心灵与文本两面中，缺乏施莱尔马赫之由心理与语言而建立的循环操作（
但须指出的是，朱子在《读书法》与解读《孟子》中，也初步涉及了语言层面的脉络性与循环性），
而是首先在于“语法成素”侧面。
　　简单来看，施莱尔马赫的“语法侧面”谈的就是语言。
语言以及充分的语言“知识”是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与朱子就不同文本的相互解释以及这些
解释中所涉及的“理一分殊”原则，确实有其论述上的差异。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带来的差异，突显了朱子在经文互解中所关连到的“理”脉络（即“理一
分殊”纯然作为文本的诠释“原则”）其实欠缺一语言的“知识脉络”。
施莱尔马赫把“语言”面向极度延伸到“时间”范畴（语言的历史既成与未来发展），并由此而拓展
语言知识。
面对这样的拓展与延伸，朱子“理一分殊”的难题正如张岜将的研究所指出的，缺乏对经典彼时语言
之原则性的重视。
“理一分殊”建构的是义理脉络而非文理脉络。
文理脉络要求的是意义与意旨，因而需要更进一步要求对文字知识的训诂与考察，从而以一较为充分
而完整的语言知识作为意义解释的基础.才可进而顺畅义理脉络（朱子确有这方面的大量说明，但并不
在理一分殊原则的范围内）。
相反来说，缺乏语言知识，文理即不甚可靠，不可靠的文理无法支持大规模的、义理之间的整合。
如果这种整合不可行，“经文互解”即不可行。
　　其次，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侧面”之操作，乃是要求理解与掌握作者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的知
识，并由此知识的“生命强度”转而要求读者与原作者之间进行一种“生命的等同化”，同情、共感
与分享皆由此而来。
此大致上仍类同于朱子之以心比心强调诸主体之间的相互比配--尽管此诸理解主体需要进一步跨越到
道德生命，正如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体也需要扩张到历史生命。
不过以心比心的范围在于文本，心理的重构（特别是外在生命）则往往广至整个时代与文化。
这种范围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朱子之诠释主体之间的沟通限度（文理脉络之不足），而须转向以义
理脉络来弥合这种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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