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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宋代理學研究中，朱熹和他的弟子們乃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欲探究朱熹門人的

背景，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以及陳榮捷《朱子門人》，

皆為必讀的作品。在〈朱門弟子師事年攷〉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中，田中氏歸納《朱

子語類》的語料，搭配相關文獻，推估部分門人的師事時間，而陳榮捷《朱子門人》介紹

了四百多位弟子的字號、籍貫、生平等資料，亦屢次引用田中謙二推估的從學年分。然而，

田中謙二對某些弟子的師事時間的推估，或有缺漏，本文則欲利用其他作品予以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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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朱熹（1130-1200A.D.）為南宋儒學大家，弟子數目眾多，遍佈各地，宋人陸游（1125-

1210A.D.）〈方伯謨墓誌銘〉提到：「朱公之徒數百千人」，1而近人陳榮捷《朱子門人》汰

除歷代古籍濫收之人物，介紹了四百六十七位弟子的資料。田中謙二的〈朱門弟子師事年

攷〉（以下簡稱〈年攷〉）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以下簡稱〈年攷續〉），根據《朱子

語類》的語料，以及其他書劄，歸納許多門人的從學時間，乃是研究朱熹門人的重要作品，

獲得學者們的稱許，2陳榮捷的《朱子門人》一書，亦屢次徵引田中氏的看法。不過，考察

田中氏的論述，部分弟子的師事年分或有缺漏，本文欲利用相關典籍予以補正。 

二、對〈年攷〉和〈年攷續〉之考辨 

針對朱熹門人從學年分，束景南的《朱熹年譜長編》、方彥壽的《朱熹書院門人考》，

以及田中謙二的〈年攷〉和〈年攷續〉皆有相關論述。《朱熹年譜長編》詳加介紹朱熹的

生平經歷，亦旁及少數門人的師事情況，如黃榦（1152-1221A.D.）、陳文蔚（1154-1239A.D.）

等。《朱熹書院門人考》則羅列寒泉精舍時期的弟子、武夷精舍時期的弟子、考亭滄洲精

舍的弟子，考證他們的從學時間。至於〈年攷〉和〈年攷續〉，亦是廣引各項文獻，論證

某些朱門弟子的師事年分，極具學術價值，不過，資料浩繁，疏漏難免，本文欲利用相關

                                                        
1  宋‧陸游：《渭南文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1986 年），頁 590。  
2  姑舉數例，如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提到：「最近日本學者田中謙二著〈朱門弟子師事年攷〉。

1973 年與 1975 年發表于《東方學報》，目的在考定弟子師事朱子次數與年期，詳考《朱子語類》與

《朱子文集》，洵為徹底之作。」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273。
鄧慶平提到：「田中主要根據《朱子語類》中的雙行小注以及語錄中的兩名以上弟子同席記錄的痕跡，

進行了分類與比勘，并參以《朱子文集》以及宋人的文集等一手資料，對朱門弟子的師事年次分別

做了詳細的考證。……這項研究（即〈朱門弟子師事年攷〉）一問世，就受到了朱子學研究者們的一

致關注，成為研究朱子與朱子門人及《朱子語類》的必讀書籍。」鄧慶平：《朱子門人與朱子學》（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廖明飛提到：「20 世紀 70、80 年代，朱子門人的考證

與研究獲得突破，以田中謙二博士（1912-2002）〈朱門弟子師事年考〉與陳榮捷先生（1901-1994）
《朱子門人》，為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性成果。……田中博士考定門人師事朱子年次、時期，為判斷《語

類》問答、《文集》書信的具體時間提供了依據，為考察朱子思想的變化，追蹤其演變軌跡提供了堅

實和可靠的基礎，厥功至偉。」廖明飛：〈陳榮捷《朱子門人》商兌〉，《思想與文化》第 20 輯（2017
年 8 月），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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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補足、糾正田中氏的若干推論。以下，依序考辨〈年攷〉、〈年攷續〉對這些門人從

學年分的論述。 

（一）廖德明 

廖德明（1138-1236A.D.），字子晦，田中謙二〈年攷〉認為其人六次從學於朱門，分

別在乾道九年（1173A.D.）、淳熙五年（1178A.D.）前後、淳熙十三年（1186A.D.）前後、

紹熙二年（1191A.D.）、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末。3不過，朱熹〈林

井伯‧八〉提到：「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

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4內容提及朱熹六

十九歲，可知這封書信撰於慶元四年（1198A.D.），廖氏此年亦與朱熹相聚。田中氏以為，

慶元年間，廖德明僅在慶元五年（1199A.D.）末從學朱門，此說有待商榷。 

另外，田中氏以為，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末，乃是其人第五

次、第六次從學朱門。但於《朱子語類》中，葉賀孫（1167-1237A.D.）記錄：「子晦將赴

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階墀，如何？』……坐客云：『趙丞相帥

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卻指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

須先戒飭客將。』」5葉錄所謂「趙丞相」，乃是趙汝愚（1140-1196A.D.），根據《宋史．宰

輔表四》，趙氏擔任丞相，始自紹熙五年（1194A.D.）八月，止於慶元元年（1195A.D.）二

月，6可知廖德明在這段期間亦在朱門。 

（二）黃榦 

黃榦，字直卿，根據田中謙二〈年攷續〉，其人師事朱熹，共有八次，分別在淳熙三

年二月至七年（1176-1180A.D.）、淳熙八年（1181A.D.）、淳熙十年（1183A.D.）春、淳熙

十一年正月至十五年（1184-1188A.D.）、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紹熙四至五年

（1193-1194A.D.）左右、紹熙五年十一月至慶元二年（1194-1196A.D.）、慶元五至六年

（1199-1200A.D.）。7不過，按照黃榦弟子鄭元肅（生卒不詳）所錄、陳義和（生卒不詳）

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淳熙六年（1179A.D.）四月，「伯兄檢法府君卒，先生奔

                                                        
3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東方學報》第 44 期（1973 年 2 月），頁 189。  
4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頁 5186-5187。  
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82 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卷 91，

禮八，雜儀，頁 3705-3706。 
6  元‧脫脫等著：《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2514。 
7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東方學報》第 48 期（1975 年 12 月），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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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還家」，而「七年庚子，先生尚留福州。……案先生今歲始與文公有經年之別。」8可知

淳熙六年四月至淳熙七年（1179-1180A.D.），黃榦和朱熹並未相聚，兩人再次見面，乃是

「八年辛丑閏三月，文公代歸，先生從行，同遊盧阜之陰。」9田中氏所言，似乎有誤。另

外，根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淳熙十三年（1186A.D.）三月，「仲兄奉太夫人官于

沙邑。先生自建安往來省侍。」隔年，「文公命季子在（案：朱在）從學于沙邑。」10可知

淳熙十三至十四年（1186-1187A.D.）間，黃榦在沙邑侍奉母親，而不在朱門求學。 

田中氏以為，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左右，

乃是黃榦第五次、第六次從學朱門。依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紹熙三年（1192A.D.）

冬，黃榦「自三山如建安」，隔年春，「自建安歸三山所居鍾山趙氏館。」直到紹熙四年

（1193A.D.）冬，才因「仲兄奉太夫人之官衢州，又如建安。」11師生相處時間雖然不長，

然而，紹熙三年（1192A.D.）冬，黃榦確實在朱門求學，〈年攷續〉或有闕漏。 

（三）楊方 

楊方（1134-1211A.D.），字子直，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分別在乾道六年

（1170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12楊氏始學於乾道六年（1170A.D.），13於

《朱子語類》中，錄有「庚寅所聞」二百餘條。不過，彭國忠的〈朱熹佚書二通考〉，考

辨《鳳墅殘帖釋文》所留存的朱子散佚書劄，根據第二封佚書「若開斷未去，不知子澄更

能一來視之否？臨汀楊子直在此，相聚甚樂，更得賢者臨之，幸也。公度若歸，能與俱來，

甚佳。許、陳諸君能攜以來，尤所願耳」等語，推估楊方於淳熙六年（1179A.D.），亦與朱

                                                        
8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頁 815。朱熹〈答呂伯恭‧十九〉提到：「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黃直卿先為看過，參

考同異了，方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宋‧朱熹著，陳俊民

編：《朱子文集》，頁 1349。 
9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 815。  
10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 816。  
11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 818。  
12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21。 
13  朱熹〈答胡廣仲‧六〉提到：「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

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問亦不易得也。」〈答蔡季通〉

亦提到：「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某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卻一兩卷《孟子》，

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

置矣。」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815、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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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相聚。14同年四月，朱熹和楊方等人同遊玉淵、三峽，作〈題棲賢磨崖〉。15 

淳熙七年（1180A.D.），朱熹和蔡元定（1135-1198A.D.）、楊方等人同遊，作〈華蓋石

題誌〉。16朱熹〈答曹晉叔‧二〉提到：「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

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

17敬夫（張栻，1133-1180A.D.）得疾在淳熙六年（1178A.D.）冬，卒於隔年二月，18可知

楊方於這段期間，曾與朱熹相見，非如田中氏所言，只在乾道六年（1170A.D.）、慶元五至

六年（1199-1200A.D.）。 

朱熹〈答劉晦伯〉提到：「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為

汀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

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

量到子直所憂處也。」19朱熹欲行經界，在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間，20可知楊

                                                        
14  彭國忠提到：「『若開斷未去，不知子澄更能一來視之否』一節文字中，子澄自是劉清之。據《長編》，

劉清之淳熙六年六月來南康軍，七月立秋日隨朱熹同遊三峽、臥龍等名勝，朱熹有〈立秋日同子澄

寺簿及金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約周君段君同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輒成十韻呈諸同遊〉

詩，蓋劉清之于立秋日遊玩後即歸清江。〈佚書一〉說明劉清之在八月九日前早已離開，故朱熹邀其

一晤。『臨汀楊子直在此』，謂楊方在南康軍。……李呂〈跋晦翁遊大隱屏詩〉『……淳熙己亥（按：

即六年），公為南康守。臘中適宴過客，某與武寧丞楊君子直集于幕府之敬老亭，金判楊君子美實主

其事……。』則此年冬，楊方確實在朱熹南康軍。『公度若歸，能與俱來，甚佳』，公度應指劉孟容，

字公度，清江人。……該年八月尚來廬山請朱熹為其父龜年作墓表（參《長編》），可能墓表寫成後

即持以歸。』」彭國忠：〈朱熹佚書二通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3 月），

頁 14-15。  
15  朱熹〈題棲賢磨崖〉提到：「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閬中錢别駕、簽書楊子美、博士楊元範、星

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段仲衡、濂溪周師溫，因遊臥龍，遂至玉淵、三峽。……淳熙己亥四

月上休日。」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67。  
16  朱熹〈華蓋石題誌〉提到：「朱仲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鄧邦老、胡仲開同飲此

石，望五老峰。淳熙七年上章困敦孟癸酉書。」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52 冊（上

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153。 
17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981-982。  
18  朱熹〈答黃直卿〉提到：「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

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亦提到：「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閣

修撰，荊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於江陵之府舍。」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891、
4351。  

19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976。  
20  朱熹〈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提到：「具位：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

月二日劄子，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

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767。黃

榦〈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亦提到：「光宗初政，再被除命，

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

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

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宋‧黃榦：《勉齋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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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朱熹見面，也在這段期間。 

（四）劉炎 

劉炎（生卒不詳），字潛夫，田中謙二根據《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姓氏》，認為其人師

事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A.D.）、紹熙五年（1194A.D.）。21然而，宋人李道傳（1170-

1217A.D.）《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潛夫云：『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

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出賊去！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22乃是

輔廣（生卒不詳）所錄，屬於「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舍所錄」，可知慶元二至三年（1196-

1197A.D.）間，劉炎亦從學於朱門。 

（五）黃卓 

黃卓（生卒不詳），字先之，〈年攷續〉認為黃氏從學於朱門，在紹熙二年（1191A.D.）、

紹熙四年（1193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23不過，《朱子語類》有「問道不

可離」條，24記錄者為董銖（1152-1214A.D.），標注：「時舉錄云：『夜來與先之論此。先之

云【手之不可履】云云，先生曰云云。』」《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亦有此條，乃是「丙辰

春，滄洲精舍所聞。」25可知慶元二年（1196A.D.）春，董銖、潘時舉（生卒不詳）、黃卓

同時師事朱熹。 

（六）李閎祖 

李閎祖（生卒不詳），字守約，〈年攷續〉認為其人三次師事朱熹，分別在淳熙十五至

十六年（1188-1189A.D.）、紹熙三至五年（1192-1194A.D.）四月、慶元三至五年（1197-

1199A.D.）。26不過，於《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中，李閎祖記錄：「閎祖云：『雖是如此，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417。 

21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6。  
22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43。此

書即是李道傳《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的重新編排本。  
23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9。  
24  董銖記錄：「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

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時舉錄云：「叔重問：『道不可離，自家固不可離，然他也有不能

離底意。』曰：『當參之於心，可離、不能離之間。純說不能離，也不得，不成錯行了也是道！』」』……

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川云：

【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 62，中庸一，第一章，頁 2379。 
25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293-294。  
26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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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屬於「乙卯所聞」，

27可知慶元元年（1195A.D.），李氏亦曾受業於朱門。 

（七）林夔孫 

林夔孫（生卒不詳），字子武，〈年攷〉認為林夔孫從學朱門的時間，分別在慶元三年

（1197A.D.）、慶元五年（1199A.D.）。28慶元三年（1197A.D.），林氏在書院求學，於《朱

子語類》中，記錄「丁巳以後所聞」兩百餘條。不過，林夔孫記錄：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

『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

「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

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29 

 
此條亦見於《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30記錄者為潘履孫（1174A.D.-？），屬於「甲寅所聞」，

可知林夔孫於紹熙甲寅（1194A.D.），曾從學於朱門，非如田中氏所論，僅在慶元三年、慶

元五年（1197、1199A.D.）。此外，《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案：此書的底本乃是宋人

魏克愚修訂的《徽州刊朱子語類》）記載：「『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

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亦記載：「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

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

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31記錄者皆是林夔孫，而類似的文字亦出現在《晦庵先生

朱文公語錄》，32記錄者為沈僩（生卒不詳），屬於「戊午所聞」，可知慶元四年（1198A.D.），

                                                        
27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148。 
28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81。 
2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8，大學五（或問下），傳五章，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頁 636-

637。 
30  潘履孫記錄：「履孫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

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先生曰：『既是

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那三角，又須都理會得

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

子語錄》，頁 894。  
31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年），頁 176、240。 
32  沈僩記錄：「『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者，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亦記錄：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

理。……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宋‧李道傳編，徐

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1014、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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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亦在朱門。 

另外，同門友人蔡沉（1167-1230A.D.）〈朱文公夢奠記〉提到：「（案：慶元六年三月）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

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腳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陳器之、葉味道、

徐居甫、方伯起、劉成道、趙惟夫，及沉與范益之。』」33可知慶元六年（1200A.D.），林

氏亦曾隨侍朱熹。 

（八）楊至 

楊至（生卒不詳），字至之，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紹熙元至二年（1190-

1191A.D.）間、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間、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間。

34《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楊至之問：『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四為字當作何音？』

先生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

『為上』，猶言為君。』」35記錄者為董銖，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可知慶元二年

（1196A.D.）春天，楊氏亦受業於精舍。 

（九）周明作 

周明作（生卒不詳），字元興，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紹熙三至四年（1192-

1193A.D.）間、慶元三年（1197A.D.）、慶元五年（1199A.D.）。36不過，《晦庵先生朱文公

語錄》記載：「周元興問：『甯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先生曰：『甯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智可及也。】……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

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37記錄者為董銖，

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可知慶元二年（1196A.D.）春天，周氏亦從學於朱門。 

                                                        
33  明‧蔡有鵾輯，清‧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第 34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793。另外，陳埴，字器之，田中謙

二認為陳氏從學於朱門，分別在淳熙十六年（1189A.D.）以前、紹熙四年（1194A.D.）、慶元三年

（1197A.D.），觀〈朱文公夢奠記〉可知，慶元六年（1200A.D.），陳埴亦隨侍朱熹，日‧田中謙二：

〈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76。 
34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65-166。  
35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349。  
36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7。  
37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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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士繇 

方士繇（1148-1199A.D.），字伯謨，一字伯休。田中謙二〈年攷〉認為其人師事朱熹，

在淳熙十三年至紹熙二年（1186-1191A.D.）間，38但朱熹〈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提

到：「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吕公手帖，讀之使人凛然起敬，若嚴師

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39既言「方生士

繇」，可知其人於乾道八年（1172A.D.）已在朱門，此即宋人陸游〈方伯謨墓誌銘〉所謂：

「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伯謨甫年尚少，而學甚敏。」40 

淳熙五年（1178A.D.）七、八月間，朱熹和廖德明、方士繇等人遊雲谷、武夷等處，

41朱熹作〈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彦集登天湖，下飮泉石軒，以山水含清暉

分韻賦詩得清字〉、〈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發潭溪，西登雲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

宿，因題芹溪小隱以貽之，作此以紀其事〉、〈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

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會，賦詩記事，以雲卧衣裳

冷分韻賦詩得冷字〉等詩。 

另外，朱熹〈跋郭長陽醫書〉提到：「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

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

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42「紹熙甲寅」即紹熙五

年（1194A.D.），既言「明年」，可知慶元元年（1195A.D.）夏天，方士繇亦曾拜訪朱熹。

是故，田中氏以為其人的師事年分，僅在淳熙十三年至紹熙二年（1186-1191A.D.）間，說

法有誤。 

（十一）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四次從學於朱門，分別在淳熙十五年（1188A.D.）、

淳熙十六年（1189A.D.）九月以後、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至五年（1198-

1199A.D.）。43不過，陳文蔚〈祭余正叔〉提到：「予與公其生同鄉，……暨其壯歲，聲氣

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44可知陳氏於淳熙

                                                        
38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83。  
39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3990。 
40  宋‧陸游：《渭南文集》，頁 590。  
41  朱熹〈答呂伯恭‧八〉提到：「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339。 
42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122。 
43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7。  
44  宋‧陳文蔚：《克齋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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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184A.D.）秋天，曾受業於朱門。 

於《朱子語類》中，陳文蔚記錄：「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

蔬，池塘碓磑，色色皆備。……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爆響

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45此詩收錄於《朱子文集》，題目為「丙辰正

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46「丙辰」即是慶元三年（1197A.D.），可知陳氏此年亦在朱門。 

（十二）包揚 

包揚（生卒不詳），字顯道，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分別在紹熙四年（1193A.D.）、

慶元二年（1196A.D.）、慶元五年（1199A.D.）。47包揚先後問學於陸九淵（1139-1193A.D.）、

朱熹，48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的語料三百餘條。

包揚之子包恢（1182-1268A.D.）〈跋晦翁先生二帖〉提到：「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

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跋晦翁先生帖〉亦提到：「我先君從

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啓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庚申之春，又嘗躬拜先生

于考亭而受學焉。」49可知慶元六年（1200A.D.）春天，包揚亦求學於朱門。 

（十三）余大猷 

余大猷（生卒不詳），字方叔，追隨其兄余大雅（1138-1189A.D.）拜入朱門。50田中謙

二根據朱熹〈答陳才卿‧四〉「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

處」等語，認為「去歲」乃指淳熙十五年（1188A.D.），余大猷從學朱門的時間，則在陳文

                                                        
書館，1983-1986 年），頁 83。 

4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5，陸氏，頁 4783。 
46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308。 
47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3。 
48  陸九淵〈與包顯道‧二〉提到：「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

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

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卻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不知既能

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宋‧陸九淵：《陸九淵集》（臺北：

里仁書局，1981 年），頁 85。朱熹〈答曹立之‧一〉提到：「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

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

也。」〈答顏子堅〉亦提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

以當晤言矣。」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371、2645。 
49  宋‧包恢：《敝帚藁畧》，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1986 年），頁 758。 
50  陳文蔚〈余正叔墓碣〉提到：「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

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宋‧陳文蔚：《克

齋集》，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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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歸鄉的淳熙十六年（1189A.D.）。51不過，《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方叔曰：『與

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乃是李閎祖所錄，屬於「戊申所聞」，52可知淳

熙十五年（1188A.D.），余氏已在朱門求學。 

另外，〈宋朱子定山題名〉記載：「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歸重遊鄭君次山

園亭。……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宜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彥、李良仲、喻可

忠俱來。」53可知紹熙五年（1194A.D.），余大猷再度隨侍朱熹。 

（十四）董銖 

董銖，字叔重，〈年攷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

元元至二年（1195-1196A.D.）。54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有董銖記錄的一百九十多條

語料，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丙辰夏，滄洲精舍所聞」，可知董氏於慶元二年

（1196A.D.）春、夏，確實從學於朱門。不過，淳熙十四年（1187A.D.），董銖和程端蒙

（1143-1191A.D.）拜訪朱熹，55請求他撰寫跋文，朱熹〈跋程、董二先生學則〉則提到：

「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

意。……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56既稱「友生」，可知董氏此年已師事朱熹。

《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記載：「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今看

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57記錄者為董銖，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亦有此條，58出自李方子之手，屬於「戊申五夫所聞」，可知淳熙

十五年（1188A.D.），董氏亦從學於五夫。 

同門友人黃榦〈董縣尉墓誌銘〉提到：「榦嘗從游于晦菴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

終周旋最久且厚者，惟叔重為然，宜其疾且革而不予忘也。……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

師門率不一二歲輙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于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

                                                        
51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3。  
52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130。  
53  清‧阮元編：《兩浙金石志》，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輯：《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第 14 冊（臺

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頁 10438。 
54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326。  
55  朱熹〈答滕德粹‧十二〉提到：「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欵，亦足少慰離索。」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248。 
56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058。 
57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88。 
58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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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于林竹精舍，命叔重長其事。」59可知董銖在慶元

以前，多次從學於朱門。另外，朱熹〈與侄六十郎帖慶元五年〉提到：「八月廿日，書報六

十郎賢姪。叔重人來，得書，知比日為況安佳，足以為慰。」60可知慶元五年（1199A.D.）

八月，董銖亦與朱熹相見。 

（十五）陳剛 

陳剛（生卒不詳），字正己，〈年攷續〉根據朱熹〈答黃直卿〉（「前書所論鬼神之說」

此信）的撰寫時間，推估其人拜訪朱熹，應在慶元二至四年（1196-1198A.D.）間。61不過，

朱熹〈答黃直卿〉提到：「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遷居擾擾，中亦有一

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

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62所謂「遷居」，乃指朱

熹於紹熙二年（1191A.D.）五月歸返建陽，63隔年遷入新居，64可知陳剛來訪，在紹熙二至

三年（1191-1192A.D.）間。 

（十六）黃㽦 

黃㽦（1150-1212A.D.），字子耕，〈年攷〉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共計三次，在淳熙十五

年（1188A.D.）、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65淳熙十五年（1188A.D.），

黃㽦從學於朱門，66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戊申所聞」三百餘條。不過，於《朝鮮

                                                        
59  宋‧黃榦：《勉齋集》，頁 453-454。 
60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50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頁 268。 
61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46。  
62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902-4903。 
63  陳淳記錄：「（案：紹熙二年）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祕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

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6，朱子三，外任，漳州，頁 4217-
4218。朱熹〈與留丞相書‧七七月十日〉亦提到：「熹竊以孟秋猶熟，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

熹區區賤跡，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

以畢喪葬。」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081。 
64  朱熹〈答朱魯叔〉提到：「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朱熹著，陳俊民

編：《朱子文集》，頁 5211。《陸象山集‧年譜》記載：「（案：紹熙三年）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

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成，勞苦百端，

欲罷不可。」宋‧陸九淵：《陸九淵集》，頁 511。 
65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71。  
66  朱熹〈答黃直卿〉提到：「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

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宋‧朱熹著，

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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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中，黃㽦記錄：「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又如一物

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67同一條語料，《晦庵先生朱文公語

錄》標注記錄者為輔廣，屬於「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舍所錄」，68是故，慶元二至三年

（1196-1197A.D.）間，黃氏亦在朱門。 

（十七）黃義剛 

黃義剛（生卒不詳），字毅然，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年（1193A.D.）、

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末。69不過，於《朱子語類》中，黃義剛記錄：「《易》本

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啟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

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70同樣的文字亦收錄在《晦庵先生

朱文公語錄》，記錄者為襲蓋卿（生卒不詳），屬於「甲寅所聞」，71可知紹熙五年（1194A.D.），

黃義剛也在朱門求學。是故，田中氏認為其人的師事年分，僅在紹熙四年（1193A.D.）、慶

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末，實有待商榷。另外，於《朱子語類》中，黃義剛記錄：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夔

孫錄云：「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逍遙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

包曰云云。」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

事。」……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夔孫錄云：「顯道請先生為諸生說書」。

先生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

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

說一遍。」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顯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

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敘聖賢相傳之心法。72 

 
根據〈朱子語類姓氏〉，黃氏所錄，在紹熙四年（1193A.D.）以後，包揚、林夔孫、黃榦亦

在現場。攷宋人鄭元肅所錄、陳義和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這條語料寫在慶元

二年（1196A.D.）秋，73可知黃義剛此時亦在朱門求學。另外，於《朱子語類》中，黃義

                                                        
67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108。 
68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31。  
69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81。  
7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6，易二，綱領上之下，卜筮，頁 2598-2599。 
71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813。  
7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9，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頁 4582-4584。 
73  宋‧鄭元肅錄，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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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記錄：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卻只是箇無見

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

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

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

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卻乖，卻做罪過。」74 

 
所謂「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內容見於陳淳（1159-1223A.D.）所撰「問老子與鄉原

如何」條、75黃義剛所撰「又問孔子惡鄉原」條，76兩人同座而異錄。按照《朱子語類‧朱

子語類姓氏》，黃氏所錄，皆在紹熙四年（1193A.D.）以後，陳氏所錄，在紹熙元年或慶元

五年（1190、1199A.D.），77兩人能同時聽聞朱熹此語，可知「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條、「又

問孔子惡鄉原」條，均寫在慶元五年（1199A.D.）。78是故，既稱「去冬」，可知「義剛云

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條，應記錄於慶元六年（1200A.D.）。所謂「今春又問色取仁

而行違比鄉原如何」，即黃義剛所撰「問色取仁而行違」條，79既稱「今春」，則「問色取

仁而行違」條亦寫在慶元六年（1200A.D.）。由此可知，黃義剛於慶元六年（1200A.D.）仍

在朱門求學，非如田中氏所言，止於慶元五年（1199A.D.）末。 

                                                        
7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47，論語二十九，陽貨篇，鄉原德之賊章，頁 1885。 
75  陳淳記錄：「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

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5，老氏，老

子，頁 4788。 
76  黃義剛記錄：「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卻尚在倫理中

行，那老子卻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卻是出於倫

理之外，其說煞害事。如鄉原，便卻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宋‧黎靖德編：《朱子

語類》，卷 136，歷代三，頁 5205。 
7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70、72。 
78  陳淳〈竹林精舍錄後序〉提到：「己未冬，始克與妻父同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

見於書樓下之閤內。……晩過竹林書舍止宿，與宜春胡叔器、臨川黄毅然二友會。」宋‧陳淳：《北

溪大全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986 年），頁 574。依據〈竹林精舍錄後序〉，陳淳前來考亭求學，在慶元五年十一月，黃義剛當時

亦在朱門。 
79  黃義剛記錄：「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卻不

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

人。』」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42，論語二十四，顏淵篇下，子張問士章，頁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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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葉賀孫 

葉賀孫，字味道，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二年（1191A.D.）、紹熙四至五

年（1193-1194A.D.）、慶元四年（1198A.D.）、慶元六年（1200A.D.）。80不過，同門友人陳

文蔚〈祭葉殿講〉提到：「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往來參辰，初未

之識。」81可知葉賀孫的從學時間早於陳氏，按照陳文蔚〈祭余正叔〉、〈甲辰九月初訪晦

菴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所言，陳文蔚首次從學朱門，在淳熙十一年（1184A.D.）九

月，82是故，葉賀孫在此年之前，已經受業於朱熹。宋人王遂（生卒不詳）〈文修公行狀〉

提到：「淳熙辛丑三月庚戌，承父命入閩，就文公朱元晦先生游隨雲谷間。」83可知葉氏從

學於朱門，或許就在淳熙八年（1181A.D.），觀此，田中謙二以紹熙二年（1191A.D.）為葉

賀孫首度從學的時間，似有錯誤。 

另外，《朱子語類》記載：「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卻

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84出自湯泳（生卒不詳）之手，《朝鮮古寫

徽州本朱子語類》亦有此條，標注：「泳，賀孫錄同」，85可知湯泳和葉賀孫同時在場。查

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此條的記錄者為湯泳，屬於「乙卯所聞」，86可知慶元元年

（1195A.D.），葉氏亦曾從學於朱熹。 

（十九）竇從周 

竇從周（1135-1196A.D.），字文卿，〈年攷〉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淳熙十三年

（1186A.D.）、紹熙五年（1194A.D.）。87不過，《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記載：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

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攷耳。（從周。董銖錄同）88 

 
類似的文句亦出現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李方子記錄：「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

                                                        
80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65。  
81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9。 
82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3、119。 
83  清‧葉愈久纂：《葉氏宗譜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962。 
8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大學三，傳二章釋新民，頁 507。 
85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206。 
86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905。  
87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75。  
88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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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而輕廢，則但可以為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

可考耳。」此條屬於「戊申五夫所聞」，89可知竇從周和李方子曾在淳熙十五年（1188A.D.）

同座聽講。 

（二十）輔廣 

輔廣，字漢卿，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或五年（1193、1194A.D.）、慶

元三年（1197A.D.）十二月前後、慶元四年（1198A.D.）六月以前。90不過，《朱子語類》

記載：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

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

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

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

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91 

 
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輔廣記錄朱熹「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

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等語，92屬於「甲寅都下所聞」，紹熙甲寅（1194A.D.）

既是「前年」，是故，輔氏發言的時間必在慶元二年（1196A.D.）。另外，查閱《晦庵先生

朱文公語錄》，輔廣所錄的語料，有「甲寅都下所聞」十三條、「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

舍所錄」兩百多條，可見輔廣確實在慶元丙辰（1196A.D.）末、慶元丁巳（1197A.D.）初，

前往精舍求學。 

慶元年間，偽學之禁興，朱熹〈答呂子約‧十九〉提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

已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

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93〈答黃直卿〉亦提到： 

 
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得曾致虛書云，

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卻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

                                                        
89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220-221。  
90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213。  
9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4，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頁 4170。 
92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1。  
93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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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

向人前說著也。謝表謾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94 

 
所謂「毀《語》、《孟》板」，即指慶元二年（1196A.D.）六月，國子監乞毀朱熹《四書集注》

及《語錄》等書。95所謂「謝表」，即指慶元三年（1197A.D.）初，朱熹上〈落職罷宮祠謝

表〉和〈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內容提到：「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

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寮

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祗受訖者」、「臣熹言：臣昨

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臣即於

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96〈答黃直卿〉既言「輔漢卿、萬正淳皆

留此兩月而後去」，可知兩人在慶元二、三年（1196-1197A.D.）間，曾從學於朱門。 

（二十一）李儒用 

李儒用（生卒不詳），字仲秉，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始於紹熙四年（1193）

八月，慶元五年（1199A.D.），再次從學於朱門。97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己未所聞」

六十餘條，「己未」即慶元五年（1199A.D.）。《朱子語類》記載：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

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

彼退一步。……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儒用畧。）98 

 
《朱子語類》並未保留李氏記下的語料，不過，查閱《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李儒

用記錄：「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如劉、項相持於滎陽、成皐之間，此進一步則彼退一

                                                        
94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398-4399。  
95  朱熹〈答孫敬甫‧四〉提到：「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跡蓋未可保。……南

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

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3154-3156。《宋

會要輯稿‧刑法二》記載：「（案：慶元二年）六月十五日，國子監言：『已降指揮風諭士子專以《語》、

《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復傳《語錄》，以滋盜名欺世之偽。《進卷》、《待遇集》並

近時妄傳《語錄》之類，並行毀版。……乞許本監行下諸州及提舉司，將上件內書板當官劈毀。』

從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 年），頁 6545。 
96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224、4225。  
97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68。  
9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學七，力行，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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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看是那個勝得。」99此即「儒用略」的內容，曾祖道（生卒不詳）、李儒用所撰，語句、

文意頗為接近，應是同座而異錄。曾氏記下的這段文字，亦留存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

100屬於「丁巳所聞」，可知慶元三年（1197A.D.），李儒用曾受業於朱門。 

三、結論 

朱熹門人眾多，闡揚師說，在當代及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力。明代以降，許多作品如

《考亭淵源錄》、《道南源委》、《宋元學案》等，詳細介紹弟子們的生平及思想。除了中國

以外，日本學者如佐藤仁、吉田公平、田中謙二等，亦深入研究朱子學派，其中，田中氏

的〈年攷〉和〈年攷續〉，參酌《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各書，推估部分弟子的從學時

間，頗具貢獻。不過，朱門弟子數量眾多，資料紛雜，難免錯漏，若是利用相關文獻，實

可佐證〈年攷〉和〈年攷續〉的說法，101亦可補足及糾正這兩篇文章。 

姑舉數例，就補足處來說，田中氏論廖德明的師事年分，並未包括慶元四年（1198A.D.），

實則根據朱熹〈林井伯‧八〉，廖氏此年曾前來問學。關於楊方，田中氏以為其人從學朱

門，在乾道六年（1170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不過，根據《鳳墅殘帖釋

文》留存的書信，以及〈華蓋石題誌〉，可知淳熙六至七年（1179-1180A.D.）間，楊方亦

在朱門。另外，田中氏認為包揚從學朱門，在紹熙四年、慶元二年、慶元五年（1193、1196、

1199A.D.）。實則依據包氏之子包恢〈跋晦翁先生二帖〉、〈跋晦翁先生帖〉等文，可知慶元

六年（1200A.D.）春，包揚仍在朱門求學。至於陳文蔚，田中氏以為，其人師事朱熹，在

淳熙十五年（1188A.D.）、淳熙十六年（1189A.D.）九月以後、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

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然而，依據陳文蔚〈祭余正叔〉，可知淳熙十一年（1184A.D.）

                                                        
99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151。 
100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956。  
101  舉例來說，田中謙二以為，曹叔遠從學於朱門，在慶元二年（1196A.D.）以後，實則《晦庵先生朱

文公語錄》記載：「曹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云：『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

出來發揮他！』」記錄者為李閎祖，屬於「丁巳所聞」，可知慶元三年（1197A.D.），曹氏確實受業於

朱熹，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42；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

子語錄》，頁 164。另外，田中謙二認為，程永奇從學於朱門，在慶元二年（1196A.D.）以前，實則

根據宋人葉秀發〈格齋先生程君永奇墓誌銘〉「君諱永奇，字次卿。……父諱先，以長子恩累贈履正

大夫。……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君往拜請受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等語，可

知程氏拜入朱門，在朱熹省墓的淳熙三年（1176A.D.），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46；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6 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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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陳文蔚和余大雅皆受業於朱門。 

就糾正處來說，如田中氏以為黃榦第一次從學朱門，在淳熙三年二月至七年（1176-

1180A.D.），然而，依據宋人鄭元肅所錄、陳義和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可知淳

熙六年（1176A.D.）四月，黃榦因伯兄之喪而返家，直到淳熙八年（1181A.D.）三月，才

與朱熹會面。關於余大猷，田中氏以為其人從學朱門，在淳熙十六年（1189A.D.），實則宋

人李道傳所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錄了余大猷和朱熹的對話，這條語料乃是「戊

申所聞」，可知淳熙十五年（1188A.D.），余氏已在朱門求學。至於陳剛，田中氏根據朱熹

〈答黃直卿〉此信，推估其人拜訪朱熹，在慶元二至四年（1196-1198A.D.）間，不過，〈答

黃直卿〉提及「遷居」，應指紹熙二至三年（1191-1192A.D.）間，朱熹返回建陽，而後遷

入新居，田中氏的說法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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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of Tanaka Kenji’s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and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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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 Xi and his students are both important subjects of investigation for researchers of Neo-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and “Disciples of Zhu Zi” are must-reads for those who study the backgrounds of 

Zhu’s students.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and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summarize the text of “Zhu Zi Yu Lei” and draws on other works to infer when some of the 

students studied under Zhu. “Disciples of Zhu Zi”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birthplaces and 

life events of around 400 students of Zhu, while repeatedly quoting Tanaka Kenji’s inferences 

about when those students studied under Zhu. However, Tanaka Kenji’s inferences have 

limitations, which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address by referencing ot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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