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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鲜－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收录韩国和我国的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22篇，内容涉及
语言、文学、哲学、教育、历史、宗教等领域的朝鲜－韩国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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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祝词哲学·教育研究近100年来韩国儒学研究的特征“恨”的现象学分析朱子与退溪“理”哲学的
理论特色丁若镛的“善与恶”思想韩国文化传统和女性领导问题历史学研究试论朝鲜史学界的“朝鲜
人民革命军”说朝鲜义勇军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历史意义评20世纪初中国报刊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观点
韩美同盟关系与东亚安全合作语言学研究韩国（朝鲜）语词汇的二元体系和汉源词朝鲜语韵律声学特
征《杜诗谚解》初刊本与重刊本的比较研究带“得”字副词性程度补语的韩语对应法研究文学研究韩
国学研究和“立足中国”问题关于“烈女传”中女性的烈行及其意义的研究．桃花源与韩国的青鹤洞
：乌托邦到底有多远金泽荣：近代意识的觉醒及历史定位蔡万植文学的民族文学性质与世界性崔曙海
抗日独立运动小说研究小说《北间岛》所反映的几种生存方式郑判龙及其文学的文化学考察宁死不屈
的文化战士，朝鲜民族文学家——金学铁延边大学朝鲜一韩国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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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孩提时，退溪问其叔父：“在一切事中应当如此之是为理乎乎”这虽然是一个还处于幼年时期的
未来的哲学思想家对理的朴素理解，但通过这句质朴之言，我们也可以看到退溪独特的思想出发点，
这就是研究理的目的虽不无对宇宙本体的关心和追求，但更多的是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至善问题的关心
和追求。
退溪禀受了圣贤之品质，自觉到了道德使命，他希望能建设一个美好向善的人类社会，这种愿望使他
在终极层次上研究形而上之理时当然地选择了理贵气贱的价值观。
他说：“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
”［1］“理本其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非气所当胜也。
但气以成形之后，却是气为之田地材具。
故凡发用应接，率多气为用事。
气能顺理时，理自显，非气之弱，乃顺也。
气若反理时，理反隐，非理之弱，乃势也。
比如，王者本尊无对，及强臣跋扈，仅舆之，或为胜负，乃臣之罪，王者无如之何。
故，君子为学，矫气质之偏，御物欲而尊德性，以归于大中至正之道。
”［2］在此，退溪虽然充分肯定气的作用，但同时坚定不移地强调理的绝对尊贵，特别是理贵气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
　　可见，退溪的理气说首先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道德意志服务的哲学。
他作为自觉到肩负着教化民众之责任的思想理论家和要为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秩序恪尽职守的上层官僚
，极力主张理优位论，就是要以理尊气贱说进一步将王尊民贱说合理化，把宇宙哲学中的理本尊无对
理论纳入到人类社会中的“王极尊无对”的统治理念中，维护国王的绝对尊严，这是退溪学问研究的
宗旨和理论价值所在。
因此，在认识论上，他置“穷理’于一边，把“居敬”放到最首要的位置上，认为在学问研究上理智
思考当然重要，但更为首要、重要的是对圣贤之学的虔诚之心。
　　韩国成均馆大学的李海英先生在其《（退溪四端七情论）的论据探讨》一文中说：“与其说退溪
是在研究和追求朱子学体系的逻辑合理性，倒不如说他是在追求人类纯善之本性的建立和实现。
”正如李先生所说，综观退溪一生及其哲学理论研究，可以看到他确实是怀着这种志向从事自己的哲
学理论工作的。
众所周知，李退溪是韩国性理学的集大成者。
因此，可以说他的哲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
正因为这样，当比较中国程朱理学与韩国程朱理学时，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心性学更为发展，整个理论
走向更倾向于建立着重于人的修养的道德哲学。
因此，当将东亚儒学文化圈看作是一个整体来整理其“道统”时，我们可以说儒学从中国孔孟朴素的
伦理道德哲学上升到13世纪宋明程朱理学的思辨伦理道德本体论哲学，再于16世纪转移到韩国发展为
在宇宙本体论层次上的伦理道德修养哲学。
　　李退溪的这种道德志向充分体现在与奇高峰的四端七情论辩中。
退溪在与奇高峰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迫于小自己26岁的奇高峰的质问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了自己的学说
。
但在终极的意义上，在确保理的绝对性、理的优位性的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作出让步。
因为，他认为如果否定这一前提就等于是摧毁性理学的道德价值结构的基础，也就等于丧失了其学说
存在的最根本的意义。
退溪与高峰的论辩走到最后，双方都不是完全在以理服人的意义上实现了相互的理解，而是划出‘纯
理至善之圣埘’并以后辈奇高峰部分苟同退溪之说的结局达到了妥协。
在考察退溪四端七情论中的理气说时，我们不能不考虑退溪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治学态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鲜学-韩国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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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