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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是研究朱子學的一個重要善本,然自

1982 年出版以來,始終未明其傳播過程.本文旨在厘清其傳播源流:

古寫本的底本,即《徽州刊朱子語類》當於成化十七年至十八年( 1481 - 1482)傳入朝鮮,於

正德十年(1515)刊行於世.在壬辰倭亂或丁酉再亂之時毀損,僅餘孤本傳入日本,藏於尾張藩

文庫,於 1639 前後為紅葉山文庫珍藏,又於明治維新年間(1867 - 1889)流入書肆,輾轉為楠本

正繼所得,最後捐獻於九州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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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探討元代前期朱子學在徽州地區如何被繼承與發展的問題，如“南宋徽州地區的朱

子學”、“胡一桂對朱子學的繼承與發展”、“胡炳文對朱子學的繼承與發展”、“陳櫟對朱子學

的繼承與發展”，討論的重心為“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三者的互動關系，主要研究對

象為生於南宋而卒於元代的三位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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