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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在東亞及有關問題
李慶
金澤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

本文研究了《四書》之一 —《大學》的形成、作者、文字變

遷，論說了《大學》在中國以及東亞（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的

流布概況，並在此基礎上，對若干有關儒學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大學》 東亞 儒學

*

* 本文曾在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華東政法大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舉

辦的「古代中國和東亞國際研討會」（上海，2013 年 7 月 9 日）上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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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在宋代以後成為《四書》之一，

作為儒學的代表性經典，《大學》在中國乃至東亞的思想和社會歷史

上，都有巨大的影響。關於《大學》的論著，古往今來可謂汗牛充

棟。本文就有關《大學》的爭論，結合該書在東亞的傳播及有關問

題，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有關《大學》的論爭

要探討《大學》在東亞社會的影響和作用，首先就涉及《大學》

文本的各種意見和爭論。

宋代以前，《大學》作為經書《禮記》中的一篇，基本上未見大

的論爭。南宋朱熹將其和《中庸》一起從《禮記》中抽出，列為《四

書》之一，提出「學問須以《大學》為首」之說，1 對《大學》加以注

釋闡發。到了明代永樂以後，《大學章句大全》作為欽定的《四書大

全》之一，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典籍，2 多被社會關注，也就由此產

生了各種與《大學》有關的問題。主要有這樣幾個：

（一）《大學》產生的年代

主要有如下不同的意見：

1. 形成於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說。也就是所謂「早出論」。此

說乃是宋代以前學者的基本看法。認為《大學》成書較早，可上溯

到孔子、曾子。自明末清初以來，《大學》出自孔子、曾子的觀點受

到懷疑，不少學者認為《大學》成書是在秦漢以後。近年有學者根

據楚簡《老子》乙本中有「修於身」、「修於家」、「修於鄉」等說法，

認為將《大學》分為經傳之說應重新考慮，主張《大學》是獨立的

1 朱熹將《大學》編入《四書》，認為：「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

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見朱熹：《朱子語類》（臺北：正中

書局，1970 年），卷一四，頁 397。

2 《四書大全》等刊於永樂十三年（1415），是永樂十二年十一月，永樂帝命翰林院

儒臣胡廣、楊榮等按照朱子的解釋編纂的。見《明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 冊，卷十六，頁 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