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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子学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文化资产，其因素不只在于大师之思想本身，也在于大师底下的许多中小型
知识人物在朱子思想对下阶层人民渗透传播过程中所作的奉献。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所提到的“观察”，似乎也适用于徽州的朱子学。
本书主要关心的是元代前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如何被继承与发展。
以当时三位徽州学者—胡一桂（1247-1315）、胡炳文（1250-1333）和陈栎（1252-1334）为主要的研究
对象，讨论的重点则是环绕在“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三方面。
本书比较接近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对探索朱子学如何下渗到民间社会的历程相当管
用，因此本书的参考价值很高。
 本书突破传统，运用新资料，开拓出新的研究议题来研究朱子学。
一是参考、引用并详细分析了多部目前尚未有人关注过的文献，如《朱程问答》、《感兴诗通》、《
在兹篇》、《明经书院志》等，甚至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朱熹的佚文。
这些新资料，对于进一步勾勒朱熹与徽州亲族之间的往来关系，以及元代徽州地区朱子学的传衍问题
助益甚大。
 二是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框架，而关注朱子学在元代地方社会发展脉络的细节。
本书紧扣徽州宗族组织的结构，关注少有人研究的“家学”议题，从新的历史视野深度探究胡一桂、
胡炳文和陈栎彼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讨论他们三人如何将朱熹的著作朝经典化方向发展；将朱
熹的诠释观点拓展到经学、文学和史学的领域，通过形式与内容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剖析胡一桂、胡
炳文和陈栎三人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与朱熹观点之间的异同作了具体且清晰的论述，从而呈现出朱子
学不同侧面的精神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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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由史甄陶所著，本书运用新资料
开拓出新的研究视角来研究朱子学，不仅详细耙梳了如《朱程问答》、《感兴诗通》、《在兹篇》、
《明经书院志》等少有人关注过的文献，还旁涉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朱熹佚文。
这些新资料对于进一步勾勒朱熹与徽州亲族之间的往来关系，以及元代徽州朱子学的传衍问题帮助甚
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