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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董仲舒為西漢儒學大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也因其學說中雜有陰陽五行

的觀念，而使得傳統儒學在發展上有所轉變，故在思想上的評價不一。在《漢書》

中班固稱其為「 」1，但勞思光卻批評董仲舒為「

」2，認為董

仲舒是在粗糙的宇宙論下，討論心性上的問題，是極為可笑的處理方式。此外方

東美也曾云︰「

」3，皆是對董仲舒有著嚴厲的批評。 

 

    筆者以為在龐大的漢代思想中，董仲舒可說是西漢思想中指標性的人物。他

的哲學，以傳統儒家為基石，吸收了黃老道家、墨家、法家各家之精華，並結合

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觀念，將《呂氏春秋》、《淮南鴻烈》4的宇宙觀以及《春秋

公羊傳》中經權、仁義等觀念融於自身的思想中，進而架構起以氣為主並融合各

家之說的思想體系。而董仲舒著名的思想概念裡，無論是在「陰陽五行所架構起

的宇宙觀」或是「影響深遠的天人感應之說」，甚至在「仁貪二性的人性論」上，

都可利用「氣」的概念來加以重新詮釋或是對於矛盾之處有新的見解，這也說明

了以「氣」討論董仲舒的學說是可行的。 

 

                                                 
1
 （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七上‧五行志》（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96

年 8 月），頁 600。 
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0 年 9 月出版），頁 10。 

3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年 11 月第 3 版），頁

53。 
4
  于大成認為由《西京雜記‧卷三》中云：「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

子。」以及高誘敘也云其書「號曰鴻烈。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可知鴻烈二

十一篇，即《漢志》之內篇，與中篇之稱鴻寶，當皆為劉安原名。今人稱「淮南子」者，是

從劉向所定名之。」今據所云，將此書稱為「淮南鴻烈」。參見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

（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12 月初版），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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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氣論」是什麼呢？就臺灣地區而言，早在三十年前徐哲萍就發表了一篇

名為〈氣〉的單篇論文，其中就認為氣是「

」5，也

就是說「氣」是包含了形上層面也包含了形下層面，形上、形下是一，進而表現

出一整體的概念，而這也就是所謂的「氣化整體觀」。而在大陸地區，周桂鈿更

約在二十年前就在《董學探微》一書詳細的介紹了董仲舒的氣論，至於專論「氣

論」者則在 1990 年時李存山就撰有《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一書。由此可知「氣

論」這個概念早就是學者注意的發展範疇之一。 

 

    其實「氣」這個概念由來已久，早在甲骨文中氣作為「  」、、東周金文則

作「  」，至許慎《說文解字》時則云︰「  」6。氣字產生後，

便在人類的實踐和認識過程中逐步擴展其涵義，大致又可分為︰一、引伸表示絪

縕聚散、形成萬物之氣。在這種火燒成煙，煙升天為雨，雨水養育萬物的循環變

化中，人認識到氣是構成萬物的共同的本始物質，並進一步抽象出精氣、元氣、

陰氣、陽氣等標誌。二、引伸表示人的噓吸氣息。三、引伸表示人的血氣，認為

人體內流通循環的血氣也是氣。四、引伸表示人的道德精神，如和氣、勇氣、志

氣、骨氣等，以及表示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等自然現象。透過這四種衍化，氣逐

漸上升成為普遍的概念，發展成為哲學範疇。7
 

 

如在《左傳》的氣，指的是天地自然所具有的某種細微物質，並提出了「天

生六氣」的概念，其云︰ 

 

     

8

 

透過這六氣的變化，產生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與此相應的則有五味、五聲、五色

                                                 
5
  徐哲萍︰〈氣〉，收入中華學術院編︰《中華學術與現代文化叢書—哲學論集》（臺北︰華岡

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頁 550。 
6
  （漢）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務印

書館縮印日本岩崎氏藏宋刊本，1975 年臺 3 版），頁 6。 
7
  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臺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年 5 月），頁

21-23。 
8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一‧昭公元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

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1989 年），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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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並且也認為人的好惡喜怒哀樂也皆來自於這六氣，故在《左傳》中以試圖

從自然之氣的運動變化，尋求人體各種疾病、思想情感、社會原則，表對「氣」

有更深的認識。而在《國語》更深入指出，氣是天地陰陽之氣，其陰陽之氣是有

一定的方位與次序，其運動變化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如有顛倒混亂，必有異象產

生，如《國語‧周語上》就曾云︰ 

       

      

9

認為順應陰陽之氣的規律施行政治，便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經過《左傳》、《國語》 

的發展，氣已經是一個涵蓋自然、社會和人的意識的普遍概念，並開始上升成為 

哲學範疇。10 

 

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紛紛提出自己的學說，然而仍可從各學說

中找尋到「氣論」的影子。如孔子有「氣為血氣」的觀念，認為所謂的「血氣」

即是人的機體生理功能，其云︰ 

 

      

11 

 

雖孔子所說的「氣」未作為哲學範疇來使用，但其「血氣」的觀念包含了氣與心

性相互聯繫的思想，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至孟子時，發揮了孔子血氣的觀念而

提出了「 」12，其云︰ 

 

                                                 
9
  （三國）韋昭注︰《國語‧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杭州葉氏藏明金李校刊本，1975 年臺 3 版），頁 8。對於此段引文，李存山認為自然界屬「天」，

社會界屬「人」，用「氣」來解釋天、人和天人關係，這是氣論哲學的本質所在，氣論哲學即

發軔於此。參見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1

刷），頁 35。 
10

  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頁 28。 
11

 （宋）邢昺：《論語正義‧卷十六‧季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印嘉慶二十年

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1989 年），頁 149。 
12

  以下兩段引文皆出於〈公孫丑上〉。見（宋）孫奭︰《孟子正義‧卷三上‧公孫丑上》（臺北：

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1989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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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浩然之氣」與義、道相配，藏於體內，若正確的培養，其浩然之氣就能充

塞於整個天地間。 

 

    相對於儒家而言，道家「氣」的概念更加明顯，如《莊子‧卷七下‧知北游》 

就直言︰ 

 

      

13

 

氣是構成天地萬物以及人類的共同的本始物質，人物的生死毀滅，都是由氣的聚

散而來。此外，「 」14，說明了氣是具有陰陽屬性，就是因

為陰陽二氣的交感變化，而萬物有所不同。除了《莊子》外，《管子》中的氣論

概念就明確的把氣定位在「精氣」，認為「 」15精就是氣，精

就是精微而能運動變化的氣。氣之所以會變動，乃因陰陽二氣的存在，在《管子》

中陰陽之氣不僅在具體事物成形之前存在，作為事物的本原，也成為事物變化和

生命的原因與條理，故將陰陽二氣與四時作配當，其云︰ 

 

      

16 

由四時的變化，體現出了陰陽之氣升降盛衰的運動變化。 

 

    透過先秦各家對氣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使得氣從早期的雲煙之氣的基 

                                                 
1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4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頁 733。 
1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卷八下‧則陽》，頁 913。 
15

 （春秋）管仲︰《管子‧卷十六‧內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務印

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宋本，1975 年臺 3 版），頁 95。 
16

 （春秋）管仲︰《管子‧卷二十‧形勢解》，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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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涵義，逐漸變為是將氣放於天地人系統中進行整體思維，探索自然、社會和人 

生的運動變化規律，而為氣論奠定下基礎後17，至秦漢之際則開始把氣論加以擴 

大，而成為影響後世深遠的氣化宇宙論。如在《呂氏春秋》中將陰陽二氣與十二 

紀作結合，並以五行為輔助，創造出一套有系統的氣論，其云︰ 

 

      

18 

 

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陰陽而來，其離合都是天之常道的表現。除《呂氏春秋》外，

漢代的《淮南鴻烈》也有明顯的「宇宙生氣」的概念，認為氣是構成世界萬物的

精微原始物質，而氣之所以能化生萬物，是因為氣內部含有對立統一的陰陽兩

氣，故云︰ 

 

      

19

 

所謂「精」乃指精氣，也就是陰陽二氣，透過陰陽二氣而生成天地、萬物、日月、

星辰。並因萬物都由陰陽二氣而來，故萬物能「 」20。而本

論文所討論的董仲舒氣論，就站在前人對氣論的發展成果上，將氣論與儒家思想

作緊密的結合，試圖以氣論重新詮釋董仲舒的思想。 

                                                 
17

  張立文曾對先秦的「氣」做個歸納，認為此時期的「氣」已由抽象走向具體，初步構成了氣

的結構系統，而這是由︰一、自然現象無限多樣性的統一到人體無限多樣性的統一，再到社

會現象無限多樣性統一，不斷擴展自己的內容，這便是「通」；二、是從有形到無形，從可見、

可感的天地之氣，到精緻的精氣，再到沒有形體的氣，故「氣」是非有形非無形，非有非無，

即有即無的；三、「氣」是口能呼吸，手能博得的氣體，如《管子‧心術下》：「氣者，身之充

也。」，而孟子的「浩然之氣」則又是一種仁義道德之氣，故「氣」既有物質性又具有精神性，

是物質與精神的混沌或統一。詳見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北：五南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 7 月初版），頁 150。 
18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卷五‧大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

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1975 年臺 3 版），頁 30。 
19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影鈔北宋本，1975 年臺 3 版），頁 17。 
20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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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氣論的角度來重新討論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愈來愈多，無論是先秦

各家、兩漢思想或是宋明氣學都受到熱烈的討論，然而現今雖未能言氣論發展到

非常成熟，但就如楊儒賓所云︰「

」21，氣論卻提供了一套不同於傳統思想的思維模式。故筆者希望透過

氣論的立場重新詮釋董仲舒，能夠重新透顯出董仲舒在學術思想上的地位以及欲

表達的氣論整體觀，並提供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思考方向。 

 

 

 

 

        一、研究範圍 

 

因本論文題為「董仲舒《春秋繁露》氣論之研究」，故除了在基本的原典引

用外，以董仲舒的氣論為討論的主軸，大量參考前人在氣學上的研究成果，並將

氣學的特色與董仲舒的學說相結合，進而架構出董仲舒的氣論。為方便說明，筆

者將其研究的範圍分為以下幾類，並加以說明之。 

 

            （一）原典部份 

 

筆者以《春秋繁露》為研究董仲舒學說的主要文獻，並以其他作品如︰〈雨

雹對〉、〈天人三策〉等加強《春秋繁露》未說明之處。在《春秋繁露》一書的引

用上，筆者以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武英殿聚珍本

為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22為輔，並參考今人鍾肇鵬

《春秋繁露校釋》23加以對照校勘。而在譯本上，則是以賴炎元《春秋繁露今註

今譯》24以及朱永嘉、王知常注譯的《新譯春秋繁露》25為參考本。 

                                                 
21

  楊儒賓︰《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初版），

頁 3。 
22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2 年 8 月北京第 3 刷） 
23  鍾肇鵬：《春秋繁露校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1 刷） 
24  賴炎元︰《春秋繁露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6 月初版 5 刷） 
25  朱永嘉、王知常︰《新譯春秋繁露》（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 2 月初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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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人的研究成果 

     

專論董仲舒或是《春秋繁露》的著作、單篇論文、學位論文甚多，在著作方

面有賴慶鴻《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26、林麗雪《中國歷代思想家－董仲舒》27、

王孺松《董仲舒天道觀》28、韋政通《董仲舒》29、蔡廷吉《春秋繁露研究》30。

大陸學者著作則有周桂鈿《董學探微》31、曾振宇、范學輝《天人衡中－春秋繁

露與中國文化》32、馬勇《曠世大儒—董仲舒》33、余治平《唯天為大－建基於信

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34、王永祥《董仲舒評傳》35、鄧紅《董仲舒思想研究》

36等。雖皆未有明言氣論者，但實際上在大陸學者的著作中已有氣論的概念存在，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多將氣論與唯物論相結合，以唯物論的立場來詮釋

氣論，故在引用時必須多加注意。 

   

在單篇論文方面，則有施之勉〈董子年表訂誤〉
37、賴炎元〈董仲舒學術思

想淵源〉38、戴君仁〈漢武帝抑黜百家非發自董仲舒考〉39、賀凌虛〈董仲舒論政〉

40
、蕭義玲〈「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與漢武帝之文化政策（下）〉

41
、張德文〈董

仲舒的「天人關係」模式及其思維方式〉42、李增〈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之「天」

概念分析〉43、周雅清〈董仲舒對陰陽概念的運用〉44、張靜環〈「隨名入理」說

                                                 
26

  賴慶鴻︰《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 年 4 月初版） 
27

  林麗雪︰《中國歷代思想家‧董仲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5 月 3 版） 
28

  王孺松︰《董仲舒天道觀》（臺北︰教育文物出版社，1985 年 4 月初版） 
29

  韋政通：《董仲舒》（臺北：東大圖書，1986 年 7 月初版） 
30  蔡廷吉︰《春秋繁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91 年 4 月初版） 
31

  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989 年 1 月初版） 
32

  曾振宇、范學輝︰《天人衡中－春秋繁露與中國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 年 8

月第 1 刷） 
33

  馬勇︰《曠世大儒—董仲舒》（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7 月第 1 刷） 
34

  余治平︰《唯天為大－建基於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刷） 
35

  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 年 4 月第 2 刷） 
36

  鄧紅︰《董仲舒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設有限公司，2008 年 6 月 1 刷） 
37

  施之勉︰〈董子年表訂誤〉，《東方雜誌》第 24 期第 41 卷，（1945 年 12 月） 
38

  賴炎元︰〈董仲舒學術思想淵源〉，《南洋大學學報》第 2 期，（1968 年） 
39

  戴君仁︰〈漢武帝抑黜百家非發自董仲舒考〉，《孔孟學報》第 16 期，（1968 年 9 月） 
40

  賀凌虛︰〈董仲舒論政〉，《政治學報》第 2 期，（1973 年 9 月） 
41

  蕭義玲︰〈「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與漢武帝之文化政策（下）〉，《孔孟月刊》第 3 期，（1998

年 11 月） 
42

  張德文︰〈董仲舒的「天人關係」模式及其思維方式〉，《中國文化月刊》第 239 期，（2000

年 2 月） 
43

  李增︰〈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之「天」概念分析〉，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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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人性論〉
45
、杜保瑞〈董仲舒政治學與宇宙論進路的儒學建構〉

46
等等。

在內容上早期的單篇論文多以討論董仲舒政治、學術淵源、生平為主，至近代單

篇論文則以討論其思想內容、體系架構居多，但直言董仲舒氣論者僅有孫長祥的

〈董仲舒的氣化圖式論〉47，認為可將董仲舒的宇宙觀與氣化圖式論，大致分為

察身以知天、天元、氣概念的說明、利用陰陽五行與養氣說明董仲舒對太極、中

和、二至、二分等概念。 

 

而在學位論文上，研究者以經學的角度來加以研究，如有李妍承《董仲舒春

秋學之研究》48、廖培璋《董仲舒春秋學研究》49等；以災異讖緯為研究者有黃啟

書《董仲舒春秋學中的災異理論》
50、黃國禎《論董仲舒〈春秋繁露〉與緯書〈春

秋緯〉之關係》51；以董仲舒部份學說為研究者則有任金子《董仲舒的陰陽思想

研究》52、陳禮彰《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53、梁惠卿《董仲舒陰陽哲學研究》54、

李健良《董仲舒天人哲學之研究》55、莊肇基《董仲舒人副天數思想之研究》56等。

然而並沒有專論董仲舒氣論的學位論文，僅有陳德興《兩漢氣化宇宙論之研究》

57、段宜廷《荀子、董仲舒、戴震氣論研究》58中有對董仲舒氣論有所討論。 

 

 因專論董仲舒氣論者甚少，故除了各研究方向要有所留意外，對於氣論提

出概論之作品皆有輔助作用。在概論性的專書著作上，有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

                                                                                                                                            
   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 年 12 月初版） 
44

  周雅清︰〈董仲舒對陰陽概念的運用〉，《孔孟學報》第 80 期，（2002 年 9 月） 
45

  張靜環︰〈「隨名入理」說董仲舒的人性論〉，《嘉南學報》第 28 期，（2002 年 11 月） 
46

  杜保瑞︰〈董仲舒政治學與宇宙論進路的儒學建構〉，《哲學與文化》第 30 卷第 9 期，（2003

年 9 月） 
47

  孫長祥︰〈董仲舒的氣化圖式論〉，《哲學與文化》第 33 卷第 8 期，（2006 年 8 月） 
48

  李妍承︰《董仲舒春秋學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 
49  廖培璋︰《董仲舒春秋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50

  黃啟書︰《董仲舒春秋學中的災異理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年） 
51

  黃國禎︰《論董仲舒〈春秋繁露〉與緯書〈春秋緯〉之關係》（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52

  任金子︰《董仲舒的陰陽思想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53

  陳禮彰︰《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54

  梁惠卿︰《董仲舒陰陽哲學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55

  李健良︰《董仲舒天人哲學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6

  莊肇基︰《董仲舒「人副天數」思想之研究》（臺北︰私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4 年） 
57

  陳德興︰《兩漢氣化宇宙論之研究》（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58

  段宜廷︰《荀子、董仲舒、戴震氣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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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微》
59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

60
、楊儒賓與祝平次編的《儒

學的氣論與工夫論》61、楊儒賓主編的《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62、小

野澤精一編的《氣的思想》63等；在單篇論文上則有王曉波〈氣與古代自然哲學〉

64、陳福濱主編的《哲學與文化》第 352 期—兩漢哲學專題、陳福濱主編的《哲

學與文化》第 387 期—中國哲學氣論專題等。 

 

        二、研究方法 

 

            （一）對於原典的摘錄與歸納 

 

筆者以《春秋繁露》一書為主，進行字句的輯錄，其中又以「元」、「氣」、「天」、

「陰陽」、「五行」、「心」、「性」等字詞為主。並對輯錄出的原文加以分析，進而

找出「元」、「氣」、「天」等字句間彼此的關係，以此關係架構起螺旋式前進的氣

化觀、以氣為貫通的天人感應以及人有仁、貪二性的人性論。雖其研究框架仍以

傳統董仲舒學說為主，但以氣論為主軸，重新解釋董仲舒的基本學說。 

 

            （二）透過圖表重新歸納與分析 

 

關於陰陽與五行的配當，前人學者多有討論。然筆者以為陰陽與五行是架構

起董仲舒氣論的基礎，故據原典重新整理歸納出陰陽與五行在各層面的配當，並

根據研究進程藉此架構起類似圓柱體的概念來解說董仲舒氣論的螺旋式前進。此

外，也透過圖表所歸納出的結果，加以分析驗證，將董仲舒氣論中矛盾之處，或

是可重新說明之處標舉出來，以求得其特殊性。 

 

            （三）以時代思潮為旁證 

 

每一位思想家在架構自己的學術理論時，除了受到當時大環境的影響外，其

                                                 
59

  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1 刷） 
60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臺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年 5 月） 
61

  楊儒賓、祝平次︰《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1997 年 2 月出版） 
62

  楊儒賓︰《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初版） 
63

  小野澤精一︰《氣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刷） 
64

  王曉波︰〈氣與古代自然哲學〉，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創校四十周

年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1985 年），頁 557-571。 



董仲舒《春秋繁露》氣論思想研究 

 10 

學術也必有一定的來源與對後世的影響，具有承先啟後地位的董仲舒，當然也不

例外。故筆者以歷史縱向的發展，來說明董仲舒氣論思想的淵源以及對後世氣論

思想的開展，進而凸顯出董仲舒在氣學發展上的重要性；以橫向的發展，來說明

董仲舒所處的時代背景，藉由對時代背景的瞭解以及與同時代氣學家之思想相互

參照，而對董仲舒思想中為人詬病之處，有所諒解並加以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