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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條具有文化厚度的旅途之意義不可能是單面相的，由於朱子一生活

動的足跡主要集中在以武夷山區為中心的區域，加上朱子又是東亞地區曠
世難逢的文化巨人，山水美景加上文化影響，朱子之路遂不可能沒有旅遊
的、外交的、商業的諸種功能。但所有這些功能都是附帶的，它們的價值
要附在朱子的象徵意義上，只有朱子之路體現了朱子之道，其他的各種附
屬的價值才能跟著顯現。朱子之路的核心價值在朱子的理念，這是條鐵律，
也是走不走得下去、該不該走的關鍵。
關鍵詞：
朱子之路、朱熹、武夷山、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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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6-12 日「朱子之路」研習營活動行程及內容：
8 月 6 日 報到
8 月 7 日 參訪天遊峰、九曲江竹筏、水濂洞、武夷宮
8 月 8 日 朱熹園祭朱子大典（朱子家禮）、「朱子及其時代學術論壇」
8 月 9 日 武夷山五夫鎮參訪：紫陽樓、朱子巷、朱子學校
8 月 10 日 鵝湖書院參訪：朱陸異同的模擬對話、書院文化講座
8 月 11 日 建陽市參訪：黃坑朱熹墓、考亭書院、寒泉精舍、西門小學
8 月 12 日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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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路是最實際的地理指標，也是最常見的隱喻。路為了溝通，也為了通向目標。沒有

路的地區只能是物理空間，沒有溝通與理想目的導向的地區只能是地理空間，只有人文

世界中，才有真正的路可言，因為路活化了地理，意義化了自然。

中國思想最常用的一個詞語是「道」，「道」即是路。道家固然重道，打從《老子》

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開始，道家已將「道」作為宇宙性真理的代稱，人在道上生

活，也為求道而生活。儒家同樣重道，也是打從儒家的奠基者孔子開始，「道」已豎立

為學者一生努力的標誌，所以說「志於道」。道外無人，人外無道，因為道就是人性的

體現（率性之謂道）。從孔老而下，百業各有其道，書有書道，花有花道，醫有醫道，

茶有茶道。連域外的宗教入漢土之後，也開始覓道，佛有菩提道，耶有太初之道。脫離

了道路的隱喻，我們即無法表述中國思想。

朱子是 13 世紀後影響東亞地區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志業固然在遠紹孔孟，

但其終生的事業之成就其實已遠遠超過哲學或狹義儒學的範圍。如果說東方世界有百科

全書型的思想家，朱子應當是首選的巨擘。他橫跨的學問版圖極廣，這種學問版圖不只

是知識的佔有，更重要的是各種知識的融合貫通。就路的隱喻來說，也就是他將各種文

化之道串聯起來，成為四通八達的文化交通網。朱子統合了各種文化之道，換個語詞來

講，也就是他重新走過以往各種有意義的文化途徑。朱子在後世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

力，原因多端，但他的學問解釋力強，致廣大而盡精微，這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13 世紀後，由於朱子成了道統中的人物，而且可說是三代以下，唯一可以上擠到孔

門聖殿的鴻儒，他一生的足跡也就變成了聖蹟。遍佈中國東南地區的大小城鎮，我們都

可發現紀念他「過化」之地的石碑、祠堂、書院。同樣的，他一生走過的路也就賦予了

文化的意義，路成了道。對後世學子而言，朱子之路變成了一條重要的精神修煉之路。

走在朱子的路上，行行復行行，學者不是在趕里程，不是在看風光，而是透過遺跡的奇

妙轉化作用，學子可以參與到朱子的精神世界。如果說所有的朝聖之旅都是種內在的冥

契體證的外在化，那麼，朱子之路的意義正是要透過親身實感，在朱子之路上體悟朱子

之道，朱子之路要由空間移轉的作用轉至精神提昇的契合途徑。

一條具有文化厚度的旅途之意義不可能是單面相的，由於朱子一生活動的足跡主要

集中在以武夷山區為中心的區域，加上朱子又是東亞地區曠世難逢的文化巨人，山水美

景加上文化影響，朱子之路遂不可能沒有旅遊的、外交的、商業的諸種功能。但所有這

些功能都是附帶的，它們的價值要附在朱子的象徵意義上，只有朱子之路體現了朱子之

道，其他的各種附屬的價值才能跟著顯現。朱子之路的核心價值在朱子的理念，這是條

鐵律，也是走不走得下去、該不該走的關鍵。

「其實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在他的名文〈故鄉〉的結尾

如是說道。魯迅的話移之於朱子之路，有合、有不合。就不合處而言，我們當說：空間

意義的朱子之路與精神意義的朱子之道雖然都前有所承，後有所續，乃成道路。但朱子

無疑是前承後續的綰結性人物，他像漁網之結頭一樣，總束了各種分殊的繩網。文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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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隻手托天，在荒漠中掘出甘泉，在草莽中開出道路，他的功能是無法取代的。但魯迅

的話也是對的，路之所以為路，它需要有人闢，也需要有人走，一條真正的路是要走出

來的。只有大家共同參與，一齊走，而且走的方向不能有偏差，行者才可達到目的地。

朱子之路是屬於群眾的。

祭朱文公墓辭

乙丑季夏，溽暑氣蒸，世界朱氏宗親會、臺灣朱子研究協會、台灣朱子之路文化考察團

謹以鮮花水酒，致敬於文公之墓前曰：

有宋閩嶠，萬年如封。山川蓄精，乃蘊文公。歲等至聖，事業略同。立朝凜烈，喬岳孤

松。黨錮肅殺，志氣愈弘。一生官祿，半在祠宮。終身野服，精神昭融。主敬格物，內

外謙沖。儀型萬代，四海景從。洙泗源斷，賴公暢通。大道窘窒，因公無窮。瀛島後學，

興發嚮風。跨海遠行，來禮吾宗。神靈不爽，乞鑒寸衷。

祭朱母祝夫人墓辭

乙丑季夏，世界朱氏宗親會、臺灣朱子研究協會、台灣朱子之路文化考察團謹以鮮花一

束，玄酒一杯，敬禮於朱母祝夫人之墓前曰：

維道變遷，不主故常。天誕其人，乃克有昌。有宋祝氏，生值九陽。匡夫扶族，迢遞異

鄉。韋齋乘化，攜孤遠將。有子應運，昂首八荒。拯饑救溺，宇宙重光。泰岳重立，伊

洛復泱。亙千百載，血食同堂。子翼子輔，終成棟樑。母鞠母毓，懿德愈芳。海嶠後學，

慕義嚮方。間關千里，來表心香。嚴翼在上，乞鑒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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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此趟朱子之路之旅，雖頗疲憊，但受益實多。今朝醒來，昨日種種已成往事，但總

覺其作用猶在。謹提供幾點觀察，尚乞賜正。

一、此次比上次成功，最重要的檢證標準就是與會者有從行程中得到一種意義感以及對

朱子學的新認識。此種精神性的感受不易成為可量化的標準，但卻很根本。在小團

體中，有沒有，也無法欺瞞作假。此趟精神之旅大部分成員（包括呂律師及大陸方

面的師生）顯然都有收穫。

二、一樁文化事件能夠成功，應該包含：

1、清楚的理念（目標）

2、執行此目標的步驟

3、參與者的感受。本團此次在這三方面都還不錯，但也有值得改善之處。

三、宜把朱子之路的層次拉高，將它當作關心儒家與傳統文化價值的深化精神之旅，其

推動力道是海內外的宗親力量與知識力量的結合力道，其檢證效果日期及方式，可

訂在廿年後看看，「朱子之路」是否變成臺灣開創出的新傳奇，它是否成為臺灣社會，

至少臺灣文化界共同的記憶。

四、在參與者方面，我認為知識界與文化界的參與人數，我認為其資格如下：1、團長：

以具學術聲望的院士、講座教授、資深教授為主。2、教授人數：三、四名。3、文

化界人數：兩名。4、學員人數：研究生十名左右。上述的額數最好能在名額內或名

額外，酌加大陸學界的師生，總計一團不超過三十名。文化界人士參與，可使得成

員因素多元化、活潑化，也可使得專業的文化人士可以和朱子學的智慧對話，活化

他們的專業知識。對雙方都有助益，也可顯示朱子學的領域不只是哲學、宗教而已，

而是滲透到各領域。

五、實際作業

1、事先準備參訪地點之介紹與相關文獻，以供閱讀。

2、演講者之演講內容宜先列入，講者時間可縮短，多空出時間與學員互動。

3、祭祀宜正規化，行禮、祭文、司儀、香，此次漸趨正規，但祭文等宜先寫出，共

同念或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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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輯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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