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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麒 著

彷徨與堅守：王義山的思想世界



提    要

王義山（1214 ～ 1287），字元高，號稼村，江西豐城（今江西省宜春市豐城縣）人，宋景

定三年（1262）進士，曾在宋朝為官，入元後官至江西儒學提舉。

宋代的學術與思想，其一大特點即在於兼容並蓄。這種兼容並蓄的文化精神，在南宋的學

術活動中體現得尤為顯著。這種比較寬鬆的學風，有利於士人養成較為多元、開放的學術胸襟

與思想格局。可以說，王義山亦在此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王義山的思想世界呈現出一種

多元交互的面相。

王義山對南宋的史學發展頗為留意，曾做過編纂史學著作的工作。在史學實踐中，因受到

理學的影響，王義山的史學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義理化」的傾向。與此同時，王義山對以講

求「事功」為中心的浙東史學觀念亦有所觀照和吸收。另外，王義山對儒家經典之考論、闡釋，

雖多以「《春秋》尊王」為準繩，但同時亦不乏其客觀、合理的推測。

同時作為教育者，王義山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自己獨到的思考。王義山十分重視「講習」這

一學習方法，提倡士子應該多相互辯論、詰難。並在這個基礎上，將其與儒家之「工夫論」聯

繫起來，強調學習須落實到「既講且習」這一層面。

宋元鼎革後，王義山對元朝的態度逐漸發生轉變，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元朝的統治。但

這種轉變對於王義山而言，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包含了許多複雜的情感，並使其晚年的思

想世界時常陷入痛苦、糾結且難以自拔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對王義山的影響亦在所難免。王義

山與僧人、道士有所交往，對佛教的某些學說，道教的某種信仰亦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接納與支

持。然而，這些行為的背後，隱藏的仍是王義山以儒家信仰為核心的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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