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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交代

朱舜水（1600-1682），浙江餘姚人，本名朱之

瑜。明末諸生。時社會劇變，一生多次辭仕不就，但努

力治學，時刻圖精忠報國。因感該時代士大夫所學多拘

玄理，而遠離實際治世之用，受東林黨學風影響，以直

接學古典聖人之教，而不是依後人詮釋事學，以其得出

學以致社會所用之道。在家鄉曾辦「學古社」，倡古

學。同期交往中人有黃宗羲等。清兵南下時，與黃宗羲

等人隨舟山守將王翊在浙江四明山舉兵抗清。1658 年

鄭成功和張煌言會師入長江時，朱又應鄭成功之招，入

營抗清。起義失敗後，又轉至海外，向日本等國借兵，

嘔心瀝血，經營多年抗清活動，期間還曾為安南王（今

越南北部）作短暫服務，書寫過聲討叛臣檄文等。

1659 年，被尊為大儒的朱舜水獲旅居長崎的華僑

和柳川藩武士安東省菴的竭力周旋，及長崎管領（奉

行）的幫助，得以在已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長崎上岸，

暫棲該地。時日本德川幕府成立不久，為建設政府，歷

來崇武的武士集團急需文化知識裝備，以應建國所需。

由於該時服務於國家政治建設的儒教只能由傳統所定的

世襲博士詮釋、講習，且他們的知識已與大陸新興的儒

學發展嚴重脫節，不少在中國或朝鮮習得攙有佛教的新

儒學的日本留學僧人，遂被將軍與地方藩主招去講解儒

學，以為治國所需。德川家康將軍的每日朝政中，就有

佛教僧人作政治顧問。但因僧人學識的局限性，高層武

士與學人極渴望得到新的真正儒學知識。朱舜水卻因多

年抗清活動，僅欲為避難的局勢下來到了日本。然其學

識、為人之名聲，不久即傳及日本各地，上門求學者無

數。1665 年，朱舜水 66 歲時，被時年 36 歲的水戶藩

藩主德川光國迎至江戶（東京），1 聘為私人終身教

師。藩主尊師，亦因朱之瑜德高望重，曰不敢稱名，請

其號稱之，忠國學人朱之瑜故以其家鄉之舜水為號。和

平時期的水戶藩主欲以文蹟立功名，之前已開展史書的

編纂準備工作，只是方針、人手都未有著落。當時藩內

有漢、日學造詣的臣官考慮到水戶實力不濟，甚至建議

有關朱舜水研究文獻目錄＊

Collected Bibliography on Study of Zhu Shunshui

呂玉新（Lu Yuxin）**

* 本目錄收集始於1995年筆者準備博士論文之時。筆者僅此鳴謝松下基金、日美教育基金、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為筆者在日

本、中國，以及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集資料時所提供的經費資助。茨城大學教育系的佐佐木靖章教授不但為筆者查詢、

整理資料提供了最大方便，在生活起居及住宿方面還做了細心安排。現聖約翰大學副校長Dr. Willard P. Gingerich （原

文科大學院院長）、原工會主席暨外語系主任 Dr. Frederick E. Hueppe（2003 年冬逝世）為筆者在世界各地各類學會的

參加，提供了遠超出一般在校博士候選人所能預期得到的幫助。導師金介甫（Jeffrey Kinkley），以及國際政治學教授

Dr. James Bradley 對筆者在校期間的學習也抽出寶貴時間，多方鼎助。此外，筆者還願藉此致謝現為密西根大學圖書館

日本文獻館長Kenji Niki先生、茨城大學圖書館、茨城縣立歷史館附屬圖書館工作人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張榮祥

女士等人始終如一的熱情相助，以及德川文獻館工作人員在筆者查閱資料時給予的熱忱關注。

** 作者曾為日本茨城大學外國人講師、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現為美國聖約翰大學客座副教授。

1 德川幕府為監控各地藩主大名，制定「武家諸法度改正」 之法，命各地藩主與家族平日居住在江戶，藩政交與其下臣。藩

主回藩時需得幕府許可，並留妻子在京，稱「參勤交替」 。

BIBLID 0253-2875(2004)23：4 pp.21-37



A

22 漢學研究通訊 23：4（總 92 期）民國 93 年 11 月

資 料 介 紹

德川光國放棄此項艱巨工作。2朱舜水來了以後，水戶

藩在德川光國的開創領導下，經約200年歷史，以編纂

思想綱領不同於將軍幕府主導編纂的史書，以其巨作，

全篇246卷的《大日本史》，奠定了水戶學在德川建國

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水戶學由德川光國、其師朱舜水以及舜水諸弟子開

創，可稱為前期水戶學，對德川日本政治體制建設和其

他諸學說的建立及發展影響巨大。到了 19 世紀初，由

於日本國內諸學說的發展，以及西方新帝國主義藉以蒸

汽動力為基礎之新工業發展的東侵，水戶學的理論也有

了新內容，學界稱之為後期水戶學。其主旨是要突出尊

皇之大旗。

水戶學可說是明治維新思想的發源地，不但「尊皇

攘夷」口號源於水戶學者，在日本面臨西方軍艦大砲逼

迫日本開港時，當時的水戶藩主成為各藩的改革首領，

因此遭到幕府軟禁反省，而各地的年輕志士（多為下級

武士，因有憂世報國志向被稱為志士）不顧幕府禁止各

地武士擅自離藩之法令，紛紛至水戶藩學習討教，3它

對日本社會轉型所引發的影響，不僅在日本，在全世界

都受到矚目。對 19 世紀前後的後期水戶學研究，日、

西文已有大量文獻，而且還繼續在增加。4不過迄今為

止對水戶學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水戶學編纂的《大日

本史》中所倡之尊皇、大義名分的框架下展開。

有關對朱舜水的研究，除了朱舜水文集類之外，據

九州州立大學徐慶興於 1992 年的蒐集統計，共有 129

項，其中兩篇是用英語其他都是用日、漢語寫成。至於

韓文方面，據筆者所查，至目前為止尚無有關朱舜水的

專著出現，雖韓國國家圖書館也收藏了些非韓文的相關

資料，但主要原因應是朱舜水之活動和影響還是限在日

本和中國之故。1992 年以後，新出版有關朱舜水的研

究著述仍不斷湧現，雖然以相同的資料，根據不同的視

野、觀點、研究論證方法，可得出不同的研究結果，但

還是有部分非常重要的資料，包括一些原始資料，都不

見此研究者的參考文獻中。雖然間或也有嘔心瀝血之

作，但卻都在相同的資料中做文章，甚至間有抄襲之

嫌。5

今收集、編纂有關朱舜水研究目錄，出於以下幾個

目的：

（一）1992 年徐慶興藉在日本工作學習時的地利

之便，於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收集到了與朱舜水情同父

子的原柳川武士安東省菴的《安東家書》，頗為重要。

但由於朱舜水對日本德川思想有重大影響的許多原始未

發表稿，都被保存於水戶市內的幾座資料館內，研究者

大都不知其詳。作者藉曾在水戶工作之便，並於數年前

再次棲身水戶、東京等地，費時尋找該方面資料。此次

將該時期位於水戶市內的茨城縣立圖書館鄉土資料部、

國立茨城大學圖書館鄉土資料區域、縣立歷史館內圖書

館、德川文獻館（原彰考館，17 世紀為編寫《大日本

史》成立），以及東京國會圖書館古典稀少資料室內查

到的、至今鮮為人所知的重要原始史料，補列在目錄

中。儘管如此，有些資料還是未能尋見，尤其是德川文

獻館（原彰考館），因其對外來查閱者過於限制，6還需

2 見大內逸郎，《水戶學要義》（水戶：協文社，1935 年），頁 11。

3 如當時的長州藩武士曾建松下村塾，培養了提倡尊王攘夷運動的吉田松蔭等，包括後為明治政府首任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在

內。

4 較典型的專著有 Victor J. Koschmann, The Mito Ideology: Discourse, Reform, and Insurrection in Late Tokugawa Japan,

1790-1864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5 如 1995年秋，日語《朱舜水》（1961）作者、茨城大學榮譽教授石原道博，曾在其府上將後出的有關朱舜水研究著述，與

其《朱舜水》對照，向筆者指出諸多雷同處。有意思的是，筆者也曾發現由筆者（呂玉新）所著的《現代日語構詞解析》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1987 年），在 3年後的 1990 年也有了完全一樣的書名、內容，僅作者名不同的另一刊物。

6 德川文獻館為德川家族所有，並在其直接經營管理下，主要保存水戶學資料。查詢資料必須以明信片或直接去該館預約，

需 2星期左右。該館每次同時間只接待一組人（查閱者和幫助抄寫者），該組最多只能閱覽 5份文件。而且若發現所需閱

覽資料與文件名稱不符時均無法調換。查閱者不得複印，不得拍照，只准筆抄。因館方擔心原件損害，所以許多原稿閱覽

者無法看到，必須籌集資金複印後方可。然因其為私立圖書館，經費來源恐有限，服務方針也因此全憑每代掌門人的個性。

不過限制雖嚴，但對前去查閱資料的研究者，館內工作人員每次均奉茶端果，態度相當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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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今後再努力挖掘。

（二）迄今為止，中外所有對朱舜水的研究都不出

下列幾個主題：1. 忠君愛國與尊王，其間不但有中國

早期留學生藉彰顯朱舜水而抨擊反對改革的滿清政府，

如梁啟超、李大釗等；更甚有明以表彰朱舜水忠王抗

清，暗以企圖證明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和內陸，征夷

（滿族清朝政府）道義上的合法性之企圖者，如明治時

期日本部分人大肆宣傳朱舜水，從明治時代到二戰前大

肆宣傳水戶學的尊王就出於以上之因﹔2. 反對攙雜了

佛學的宋明儒學，提倡實學﹔3. 中日友好往來的見

證。重要的是，我們須將對朱舜水其人其事的研究放在

整個世界社會形勢與發展的框架中，站在對當時中國、

日本，以及東亞社會情況充分瞭解的基礎上進行，才能

免於落入或浮於社會表象、或僅滿足於歷史考證個案、

或見粟而不見滄海的狹隘研究視野中。如研究朱舜水對

《大日本史》的影響，由於一直都局限在朱尊王忠君的

思想上，故而忽視了初期水戶學創始者所謂尊王的真正

企圖。這就是初期水戶學的創始者，在看到將軍幕府從

政治和財政上，加強對皇室限制的同時，7還利用編寫

《本朝通鑒》、《武德大成記》、《東武實錄》等宣揚

放伐革命有理，及賤王（天皇）尊霸（將軍）思想，以

致可能造成日本 63 國共 603 個藩的封建聯邦性政權 8

臺基不穩的潛在危險，重蹈前兩個滅亡幕府政權之覆

轍，故而利用編史提出「尊王敬幕」9的主張，為創建

虛君天皇和實際執政幕府並存的新理論及為根除當時幕

府及戰國時期盛行的「下剋上」造反叛亂風潮，所做的

重大貢獻。而朱舜水當時公開闡述的「正君臣、定名

分」思想，則有如孔子在世時政治主張。因孔子當時一

邊大倡尊周王室，一邊不但自己，而且也鼓勵其弟子到

擁有獨立政府與軍隊的各國作官，食各國之祿。所謂的

克己復禮，就是為了建立和維護和平的「世界」社會秩

序，鼓吹各國君克擴張之私慾，尊該時勢力、領土都已

式微的周王室作統合政體的政治象徵。10水戶侯德川光

國和朱舜水當時亦非食日本天皇之祿之人。另一方面，

朱舜水通過以學古（直接學古代經典，而非經後人肆意

詮釋）所倡導的實學，也使得水戶學派在日本歷史上率

先提出神話史不可信之主張，並在編寫《大日本史》

時，摒棄由《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開創之後，史書

奉承神話建國史的慣例，直接從神武天皇開始。11如德

川光國就明言神代物事多離奇，難以放入神武天皇傳

7 如幕府對天皇和宮廷專門制定的「禁中並公家諸法度」明言天皇應習及應循事項準則，對歷來天皇通過授予佛僧紫衣而給

予高等位階之權力予以剝奪，而迫使顏面盡失的後水尾天皇退位；第 2 代將軍德川秀忠使其女和子入嫁天皇，得孫子後並

讓其孫即位成明正天皇等。

8 日本聯合政權體的歷史由來已久，7 世紀前後受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地理文化環境影響及壓力，大和朝廷習取大陸律令，

為中央集權建設統一王國作了巨大努力，但天皇獨裁專權維持時間不長，後被攝關政治取代，詳見呂玉新著，《古代東亞

政治環境中的日本天皇出現與角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將出））。惱怒的天皇則以退休之身，新置「院

政」，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垂簾聽政，欲直接掌政，最終導致了武人掌權的幕府政權出現。而筆者此處將德川政府稱之為封

建聯邦性政權是因：（1）社會以士、工、農、商，另加所謂更低人一級的「 非人」之世襲階級組成的封建制社會﹔（2）

全日本 63國中的 603個藩中有許多藩主，藩政府在德川家族取得政權時即已存在，不僅在當地極有勢力，且還有自身軍隊

（武士，稱藩士）、政令，如從12世紀開始在南九州發展壯大的豪族島津家族即為一例。故對德川將軍家族而言，藩有親

藩和外藩之分，且各藩內武士的提昇和俸祿都源自藩主而不是幕府，平日又不得擅自離藩，故其更效忠其主。

9 參見安積覺謹跋，〈義公行實〉，德川 順編《水戶義公全集》（上）（東京：角川書店，1970 年），頁 470。

10 對此論述可詳見﹕Yuxin Lu, Confucius, Zhu Shunshui, and the Original of Japanese Statebuilding in The Tokugawa

Era: 1650-1700.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98), pp. 123-152 ; Impact of Confucius's

Political Ideas on Tokugawa and Meiji Political System Is Hardly Mentioned in Japanese and U.S. School Tex-

tbooks. Asian Culture 26.3 (Taipei, Autumn, 1998): 9-31；另見安積覺謹跋，〈義公行實〉中言﹕「其（水戶藩主德

川光國）尊王室，敬祖宗，率此類也。」，德川 順編《水戶義公全集》（上），頁 470。

11 筆者按，首代神武天皇無疑也是杜撰之人物，水戶學從尊皇編史的角度出發，並拘於當時的形勢，包含整個社會在內的對

歷史事實的認識，不可能將歷來史書記錄的神武天皇及後來無從考證的天皇從史中去之。但其在否認天神等建國神話說上

已開創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這為以後新井白石等人據事實、重考證的基礎上，對日本史重新思辯起了重要的啟發和拋磚引

玉的作用。



A

24 漢學研究通訊 23：4（總 92 期）民國 93 年 11 月

資 料 介 紹

中。而朱舜水另一門生，《大日本史》總編安積覺更直

稱神代史是牽強附會之作，應使當代部分鼓吹神國史觀

的日本政治家都覺羞慚。12

我們如能關注到這種日本政治體制實際的發展，而

不是站在以中國和東亞其他儒家文化國家政治體制的框

架中去套認日本的情況，那麼，對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尊

皇室所做的努力，以及末代將軍德川慶喜聲言遵照先祖

光國之家訓，在內戰爆發全國即將分裂時，將政權交還

天皇，實現了明治維新的舉動，都會啟示研究者找尋其

思想產生之根源。不僅如此，如能站在整個世界史和東

亞史的大框架中進行課題的展開，那麼，對直接向朱舜

水請教的其他日本思想家，如古學開創人伊藤仁齋、山

鹿學派的創始人山鹿素行，以及通過朱的弟子、門人

（如安積覺、安東省庵）、13朱的著作等間接受到朱舜

水思想影響的人，就可做出更確切的評估了。這其中可

包括古學創始人之一，將軍侍讀荻生徂徠；質疑《日本

書記》中有關古代記載年代之確切性，並提出《魏志‧

東夷傳》中有關當時日本島嶼中邪馬台國的記載，可信

的將軍政治顧問新井白石；14甚至極端民族主義者、國

學創始人本居宣長的思想源起與變化，都與朱舜水在日

傳播的思想學說有關。諸如此類的相關第一手文獻材

料，不但仍靜臥在各書庫之中，更有當代考古和人類學

的新發現與研究可提供協助，只等年輕有為的有志者來

挖掘、建業。就目前而言，已有部分日本和西方學者，

從德川時代地方政體建設和經濟發展著手，開始尋找現

代日本政治體制成功建設的原因，且起勢正酣。15

本目錄為此收集了相關文獻，以作引玉。值得一提

的是：迄今為止有關朱舜水的研究，普遍對招聘朱舜水

為師，對《大日本史》編纂工作之發起者、領導者、財

政支出者、費龐大藩政收入派員至各地尋找及借閱抄寫

史料者、尋找招聘並培訓編寫人員的研究極為有限；另

外被日人尊稱為德川副將軍的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思想

轉換，其樹立新思想所承受的政治與心理壓力，以及所

起的作用等研究，亦頗嫌不足。沒有德川光國的招聘，

或者即使是招聘後光國沒有努力向學之心，沒有盡心竭

力尊師一生，死後還將尊師埋在德川藩主祖墳地中等視

朱舜水如同父親關係的種種舉動，朱舜水也難以在日施

展如此大抱負。要研究德川光國，不僅對朱舜水全方位

12 John S. Brownlee, The Jeweled Comb-Box: Motoori Norinaga's Tamakushige, Monumenta Nipponica, 43.1 (1988):

42, 轉引自：Mark J. Hudson, Ruins of Identity: Ethnogenesis in the Japanese Island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29-30.

13 安積覺與荻生徂徠、新井白石等人討論學術、政治的書信往來，可參考義公會編，《安積覺全集》共 9 卷（水戶，1942

年，茨城縣立曆史館藏，手寫本）﹔安積覺著，《澹泊齋文集》（共 18 卷，含文 10 卷，詩 8卷，文中 8卷被收錄於 1901

年出版的《續 群書類從》中）。

14 參見新井白石，〈讀史餘論〉，《古史通》。新井白石除與《大日本史》編纂總編安積覺有往來外，還是屢屢造訪朱舜水，

並致力於實學的儒學者木下順庵的入門弟子。另見 Kate W. Nakai, Shogunal Politics: Aria Hakuseki and the Premises of To-

kugawa Ru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o-

kugawa Japan: The Problem of Sinocentr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1: 157-199; 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nmu,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and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7) ; William Wayne Farris, Sacred Texts and

Buried Treasures: Issues in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Ancient Japa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 2, 15.

15 如明顯受到法國年鑒學派影響的色川大吉所著，《明治 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三谷博著，祈建民譯〈日

本「公議」 機制的形成〉，《二十一世紀》75 期（香港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3 年 2 月），頁 44-53； 有馬學，三谷

博編《近代日本 政治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 年）；William B. Hauser,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

kugawa Japan: Osaka and the Kinai Cotton Trad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Eiko Ikegami,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dward

E. Pratt, Japan's Protoindustrial Elit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Gon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Mark Ravina, Land and Lordship in Early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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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是絕不可少，反之，對重現真實的德川光國，正

確評估其偉大的歷史功蹟，並究明朱舜水與光國的關係

與互動，也是非常重要的。16再者，如果追溯朱舜水的

思想來源，還可查看連西方漢學家都開始深入研究的、

與朱舜水同鄉且共事過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著

作，17追蹤瞭解這兩位先賢是視國家政治體制為一人之

私物，還是天下人之物的看法，以及兩人各自將思想付

諸於行動的不同努力。

（三）有關朱舜水研究的新著述仍不斷見世，為避

免研究者將寶貴時光用於相似研究，此次將不少至今未

被注意的原始文獻增添進目錄中，企望能助今後有志從

事朱舜水及水戶學研究者在明瞭迄今的研究成果與水平

的情況下，作出視野更寬、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而有

助於社會與學術發展，有助於詮釋儒學在東亞不同社會

轉型時所起的不同作用。

二、目 錄

（一）日語資料

（1）書籍：

1. 《水戶藩關係諸記錄》（記錄安政 3 年以後事），

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2. 《文苑雜錄》，寬永四年（手寫謄印），國會議事

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僅藏卷 3 一冊（其中收錄有

栗田寬著《天朝正學》。栗田寬在該書中指出：德

川幕府大學頭停法印僧號，蓄髮如儒者，並影響全

國做法，與以朱舜水為師的水戶藩主意見有關）。

3. 《文恭君遺薰》，烈公朱批，彰考館藏。

4. 《水府系纂》（手寫謄印），彰考館藏。

5. 《水府纂錄》，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6. 《水府纂錄拔書》，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7. 《水藩紀事略》3 冊（手寫謄印），茨城縣立圖書

館藏（茨城縣立歷史館無此書）。

8. 《水藩紀事略中卷》（記錄安政 5 年以後事），茨

城縣立圖書館藏。

9. 《水戶藩年代記（全）》（孤本，手寫，年代不

詳），茨城大學圖書館藏。

10.《古文老實水戶史談》（手寫謄印），茨城縣立圖

書館（記錄後期水戶事）。

11.《光 卿禦家督以後》，彰考館藏。

12.《年山紀聞》（記錄有德川光國的事項）。

13.《朱舜水遺書目錄》，彰考館藏。

14.《朱舜水關係目錄》，彰考館藏。

15.《西山公禦傳言書》，彰考館藏。

16.《武士道全集》，1942 年。第 10 卷中收錄《西山

遺事付錄》（西山指德川光國），國會議事堂圖書

館藏。

17.《徂徠問答書》，茨城縣立圖書館松蘿文庫藏。

（荻生徂徠，古學創始人之一，也是將軍儒學伴讀

者，與朱舜水弟子安積覺有不少書信往來，詢問朱

舜水思想及教學）。

18.《家乘略》4冊（手寫謄印），彰考館藏。

19.《常山紀談》，烈公禦筆註，彰考館藏（ 明治維新

前夕有名的改革派領頭人，水戶藩藩主號為烈公，

彰考館將其在面對西方入侵、日本迫臨改革時，閱

讀朱舜水遺言並留下批註的該書，列為該館重要書

籍之一）。

20.《舜水問答》（手寫謄印），祐德文庫藏。

21.《舜水聞書》（手寫謄印），文政 3年，日本滋賀

縣大津市杏雨書屋藏。

22.《舜水墨談》（手寫謄印），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

德稻荷神社內祐德文庫藏。

23.《彰考館圖書目錄》，東京：八潮書店，1977年，

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Jap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1995 年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日本思想史專業教授小島康敬，曾對筆者談到要努力搞懂朱舜水對有關禮儀祭祀方面的教誨，

因為朱舜水的教誨影響了日本政府和皇家的祭祀禮儀，涉及到今日日本社會及皇室的政治制度。這方面著作可利用日本國

會國立圖書館網站（http://opac.ndl.go.jp/）或京都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kensaku.libnet.kulib.kyoto-u.ac.

jp/）查詢，而有關朱舜水在禮儀制度方面的言論，可從朱的文集以及朱舜水到了江戶水戶藩邸後，德川光國授意史館人員

編寫後呈送幕府和皇宮，並大受嘉獎的《禮儀類典》方面對比查證。

17 見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Huang Tsung-hsi's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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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川幕府書物管理人日記》， 紅葉山文庫藏

（紅葉山文庫位於日本東京都內，其中有幕府借閱

水戶編《大日本史》和《禮儀事典》的記錄，涉及

到水戶藩在朱舜水和德川光國領導下的編史對幕府

編史的影響證據）。

25.三木之幹，《西山遺聞（全）‧後樂紀事（全）》

（未見）。

26.三木之幹、宮田清貞、牧野和高，《西山遺事附

錄》，收錄於井野邊茂雄編，《武士道全集第 10

卷》，東京：時代社，1943 年，國立國會圖書館

藏。

27.上村勝彌，《大日本思想全集第 18 卷‧德川光

集》，東京：常盤印刷所。

28.大久保利謙、兒玉幸多 編集，《史料 日本

步 近世》，東京：吉川弘文館，1958 年。

29.大久保龍，《德川光 水戶學》，東京：大同

館，1960 年。（有朱舜水與山鹿素行）

30.大川茂雄，《國學者傳記集成》，昭和 9-10 年。

（其中收錄有德川將軍政治顧問新井白石寫的《舜

水解疑》）

31.大內地山，《水戶學要義》，東京：協文社，1935

年。

32.大內逸郎，《水戶學要義》，水戶：協文社，昭和

10 年。

33.大地內山，《人間義公》，水戶：水戶學研究會，

昭和 47 年。

34.大地內山編，《常總古今 學 術 人》，水戶：

水戶學塾，昭和 10 年。

35.大串雪瀾，《雪瀾集》（大串雪瀾為水戶史館編史

人員），彰考館藏。

36.大野慎，《水戶學 新日本論》，東京：日本書

院，1934 年。

37.小久保喜七，《余 見 義公 地位》，水戶：弘

文社，1939 年。

38.小田村寅二郎，《日本思想 系譜文獻資料集》

（全 5冊），東京：國民文化研究會，1969 年。

39.小宅采菊，《西山雜錄》，7 冊（內有德川光國事

錄）。

40.小宅采菊，《采菊隨筆》，2冊，元錄10年。（記

錄自德川光國以來 3位水戶藩主的雜事）

41.小宅處齋，《西遊手錄》（本書除了有小宅處齋承

命至長崎招聘朱舜水時，與朱的筆談記錄之外，還

有小宅在長崎時與陳三官、陸方壺、獨立等人的筆

談記錄），彰考館藏。

42.小宮山次郎，《水藩雜事》（手寫謄印），弘化 2

年後彰考館編集。

43.小宮山昌秀（楓軒），《耆舊得聞》13 卷（內有

《耆舊得聞》卷 1、附錄卷 1-11），共 7 冊（手稿

本），寬政年（1789-1801），國會議事堂圖書館

藏。

44.小宮山昌秀，《水城金鑑抄出》（只有第2、4冊，

從天和年起），茨城縣史誌編纂係印，1879 年，東

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

45.小宮山楓軒，《朱文恭遺事》8 卷（小宮山楓軒

（1781-1838），曾在彰考館工作）。

46.小宮山楓軒，《耆舊得聞》（手寫謄印），彰考

館，寬政年（1789-1801）。

47.小宮山楓軒，《增補水戶 文籍》（內有：《朱文

恭遺事》﹔「安積覺」），彰考館藏。

48.小宮山楓軒編，《水城金鑑》，46 冊（抄本），

1879 年，彰考館藏。（第 4-6 冊為義公傳記，涉及

朱舜水）。

49.山口啟二、佐佐木潤之介，《體系‧日本史 4‧幕

藩體制》，東京：日本評論社，1971 年。

50.山本秋廣，《水戶光 公》，水戶：加納活版所，

昭和 36 年。

51.山本秋廣，《茨城 》，水戶：加納活版所，

昭和 26 年。

52.山本秋廣，《茨城名所圖繪》，東京：歷史圖書

社，昭和 56 年。

53.山鹿素行，《聖教要錄》，寬文6年。(主要內容一

改崇宋儒說，而開始提倡古學，批判宋儒中的王陽

明等)。

54.山縣之纜，《水城實錄》（手寫謄印，茨城縣令

寫），疑為明治年間， 東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

（其中記錄了德川光 1667 年 7 月歸藩時經築波

山，省察領地內諸神祠佛閣巫婆祝僧尼，壞國內淫

祠之事與朱舜水有關）。

55.弓野國之介，《義公史蹟行腳》，東京：昭文堂，

昭和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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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山泰三，《水府精華》，水戶：茨城縣教育會，

1955 年。

57.中村篁湊，《中村筆記》（手寫謄印）（中村篁湊

為水戶史館編史人員）， 彰考館藏。

58.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

房。（其中涉及朱舜水）

59.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

山房，1945 年。（其中涉及朱舜水與山鹿素行）

60.井川作 助，《大日本史論讚集》，東京：大正書

院，1916 年。（《大日本史論讚集》為朱舜水弟子

安積覺作，評價歷代天皇功過，後世引起爭論。）

61.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國書刊行

會《續 群書類從 3》，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年。

62.日本文化研究會編，《水戶學精神》，東京：東洋

書店，1935 年。

63.日本史籍協會編，《水戶藩關係文書》，東京：日

本史籍協會，1916 年。

64.日本史籍協會編，《水戶藩關係文書》，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社，1964 年。（記錄萬延元年後事）

65.水戶 學風普及會編，《御前講演 水戶學本

義》，水戶：水戶 學風普及會，昭和 11 年。

66.加地伸行，《中國思想 日本思想史研

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 年。

67.加藤仁平，《伊東仁齋 學問 教育》，東京：目

黑書店，昭和 15 年。

68.平重道、阿部秋生，《日本思想大系‧近世神道論

‧前期國學》，東京：岩波書店，1972 年。

69.本多文雄，《水戶學 淵源》，水戶：弘文社，昭

和 11 年。

70.田中義能，《日本思想史概說》，東京：日本學術

研究會，1938 年。

71.田原嗣郎、守本順一郎，《日本思想大系‧山鹿素

行》，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

72.石川久徵，《桃蹊雜話》（寬政 2 年再版），東

京：歷史圖書社，昭和 54 年。

73.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東京：吉川弘文

館，1986 年。

74.石田一良，《伊藤仁齋》，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9 年（初版 1960 年）。

75.石原道博，《朱舜水》，東京：吉川弘文館， 1961

年。（石原道博原為茨城大學教授）

76.立林宮太郎，《水藩史料》。（內有名越南溪、蒲

生氏鄉、保全和保父子等個人簡傳）

77.立林宮太郎，《水戶學研究》，水戶：水戶學研究

會，1933 年。

78.立林宮太郎，《義公研究資料》，昭和 33 年。

79.伊東多三郎，《國學 史的考察》，東京：大岡山

書店，1932 年。

80.伊東多三郎等編，《水戶市史中卷 1》，水戶：水

戶市役所，1991 年。（該卷與水戶學起源有關）

81.伊東宇三郎編，《水戶藩年表》（出版地、者、刊

年不明）（孤本），茨城大學圖書館鄉土資料區域

藏。

82.伊藤東涯，《古學先生文詩集》（5 卷 5 冊；詩集

2 卷、文集 6 卷），京兆：玉樹堂，1717 年（享保

丁酉），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83.吉川幸次郎，《仁齋‧徂徠‧宣長》，東京：岩波

書店，1975 年。

84.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紀傳志表撰者考》，東京：

風間書房，1958 年。

85.吉田一德，《水戶學 再檢討》，茨城縣立西山研

修所，1964 年。

86.名越時正，《水戶 道統》，水戶：加納活版社，

昭和 36 年。

87.名越時正，《水戶史學先賢傳》，東京：錦正社，

1984 年。

88.名越時正，《水戶光 餘光》，東京：錦正

社，1986 年。

89.名越時正，《水戶學 研究》，京都：神道史學

會，昭和 50 年。

90.名越時正，《水戶學 達成 展開》，東京：錦正

社，平成 4年。

91.名越時正，《新版水戶光 》，東京：錦正社，

1987 年。

92.安省三，《水戶學 解說》，東京：博正社，

昭和 31 年。

93.安積希齋，《祭禮私考》（論必須以儒教之禮祭祀

祖先），彰考館藏。

94.安積澹泊，《西山遺事》（內有《西山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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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公遺事》、《義公行實》等），享保9年， 茨

城縣立圖書館藏。

95.安積覺，《朱文恭遺事》（朱文恭為朱舜水尊稱，

安積覺是朱舜水弟子，後任《大日本史》總編。）

96.安積覺，《朱舜水遺事》，《湖亭涉筆》中收錄、

刊行。

97.安積覺，《碧於亭殘簡》，2 冊（雜錄），彰考館

藏。

98.安積覺、中村顧言、栗山成信、酒泉廣等，《義公

行實》，元祿 14 年（1701 年）。（義公為德川光

國尊稱，於1700年去世。該文中提及朱舜水事跡。）

99.朱舜水，《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1988 年。

100.朱舜水記念會，《朱舜水》，東京：神田印刷所，

明治 45 年。

101.西山德，《日本思想 源流 展開》，皇學館大學

出版社，1992 年。（第三章中有﹕（1）光 神

道﹔（2）光 神道思想（3）光 生死觀﹔

（4）光 志向﹔（5）出雲大社 光 ﹔（6）德

川光 研究。）

102.西村文則，《水戶學入門》（《水戶學再認識》改

題、改訂版），東京：大都書房，1939 年。

103.西村文則，《水戶學再認識》，東京：大都書房，

昭和 14 年。

104.佐佐十竹，《十竹手書》，6冊（手寫稿），彰考

館藏。（佐佐十竹為水戶史館編史人員）

105.佐佐十竹，《十竹筆記》，4冊（手寫稿），彰考

館藏。

106.佐佐十竹，《十竹遺稿》（手寫稿）， 彰考館藏。

107.佐佐十竹，《十竹雜錄》（手寫稿），彰考館藏。

108.佐佐木克，《水戶藩死事錄‧義烈傳纂稿》，京

都：同朋舍出版，1983 年。（記錄倒藩運動中死去

的約 1,800 名志士）

109.佐佐木浚，《修史雜記》（手寫謄印）， 1884年，

東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茨城縣立歷史館藏。

110.佐藤進，《水戶義公傳》，東京：博文館，明治

40 年。

111.床井親德，《水戶藩關係文書》（手寫稿）（內

含：原《秘笈日錄》4冊，《秘笈雜錄》4冊、《秘

笈聞見漫筆》、《秘笈筆叢》，主要為萬延元年起

幕府與水戶藩交涉等記載），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112.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1，東京：岩波書

店，1940 年。

113.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2，東京：岩波書

店，1940 年。

114.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3，東京：岩波書

店，1975年再版（1938年第一版）。（該書中有實

學與國學興起的關係）

115.角田簡，《近世叢語》8 卷，2 冊，文政 11 年

（1828 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16.角田簡，《續近世叢語》8 卷，2 冊，弘化 2 年

（1845 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17.岸本芳雄，《近世神道教育史》，東京：明治圖書

出版，1962 年。

118.東條琴台編，《先哲叢談後編》（序目年表附），

5冊，文政13年刊（1830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

古典籍資料室藏。

119.東條琴臺（耕原得齋（善））編，《先哲叢談後

編》，4冊，江戶：慶元堂、青雲堂，文政 12年，

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20.林讀耕，《讀耕先生全集》（文集20卷、詩集20

卷、外集 20 卷、讀耕林子年譜 1 卷），內閣文庫

藏。

121.林 峰，《南塾乘》（3卷3冊）（手寫謄印），

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22.林 峰，《國史館記‧附條例》（1冊）（手寫謄

印），寬文 4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藏。

123.林 峰，《國史館日祿》，全 18 冊，寬文 2-10

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林 峰

受幕府令編纂《本朝通鑒》時將日記事項錄於此

書，其中涉及水戶編史。）

124.松本純郎，《水戶學 源流》，東京：朝倉書店，

昭和 20 年。

125.松岡梁太郎，《水戶學 指導原理》，東京：啟文

社，昭和 9年。

126.河合正修，《史館舊話》（未見）（記錄彰考館編

史事項）。

127.河野省三，《近世 國體論》，東京：國民精神文

化研究所，昭和 12 年。

128.河野省三，《國學 研究》，東京：大岡山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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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7 年。

129.肥後和男，《近世思想史研究》，東京： 書

房，昭和 18 年。

130.長久保猷編，《西山遺聞》（孤本、手寫），1897

年左右， 東大史料所長久保叢書，彰考館藏。

131.長久保猷編，《西山菟裘志》（手寫稿），3冊，

成書於1897年左右，東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

彰考館藏。

132.長久保猷編，《舜水事蹟考》（孤本、手寫），

1897 年左右，東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彰考館

藏。

133.長谷川信治，《水戶思想 維新 快舉》，東京：

長谷川書房，昭和 16 年。

134.長須祥行，《越訴》，東京：三一書房，1986 年

（寶永年間（1704-1771）為抗拒藩主財政改革，常

陸國水戶藩領的百姓聚眾而起，直接到藩主所在地

江戶向藩主及藩廳告狀，要求最後被答應的事件記

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135.雨谷毅，《水戶學 新研究》，水戶：水戶學研究

會，1928 年。

136.雨谷毅，《朱舜水記事纂錄 》，水戶：彰

考館，1913 年。（有諸弟子祭哭朱舜水文。）

137.雨谷毅編 ，《義公朱舜水 關係資料 1：水戶

學 師道（上下編）》（手寫謄印），水戶：彰考

館，1938 年。

138.雨谷毅編，《義公朱舜水 關係資料2：舜水招

聘問答記》（手寫謄印），水戶：彰考館，1938

年。

139.雨谷毅編，《義公朱舜水 關係資料3：朱文恭

遺事》（手寫謄印），水戶：彰考館，1938 年。

140.雨穀毅編，《彰考館總裁略傳全》，東京： 文

社，大正 4年。

141.青山延于，《文苑遺談續集》（手寫謄印），國會

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42.青山延于（拙齋），《文苑遺談》3卷 3冊，年不

詳（手寫謄印），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

藏。

143.青山勇，《朱文恭遺事》（孤本，毛筆手寫），明

治 28 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44.柳川古文書館，《安東家史料目錄》，九州歷史資

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1986 年。

145.柳澤秀人（柳旦堂主人）編，《水戶藩年表略

記》，水戶：柳旦文庫，昭和 49 年。

146.相良亨，《近世日本儒教運動 系譜》，東京：弘

文堂，昭和 30 年。

147.秋山謙藏，《日明關係》，東京：日本歷史，1933

年。

148.若林喜三郎，《前田綱紀》，（ ），東

京：吉川弘文館，1986 年。（前田綱紀，某藩主，

曾多次求學於朱舜水。）

149.原善（念齋），《先哲叢談》（8卷4冊），文化

13年刊（1816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

室藏。

150.原善（念齋）、東條琴台，《先哲叢談 附後編》

（16 卷 8 冊），文政 12 年刊（1829 年），國會議

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151.栗田勤，《水藩修史事略》，東京：大岡山書店，

1928 年。（未提舜水，但藤田正湖提安積覺定北朝

五主入史之功績。）

152.荒川隆之助，《水戶學研究資料目錄》，茨城縣結

城郡：櫻陰書屋，大正 2年。

153.荒川隆之助，《水戶學 現代的意義》，東京：錦

正社，1987 年。

154.茨城新聞社，《茨城縣大百科事典》，水戶：茨城

新聞社，1981 年。（頁 521-522 中談及水戶學及朱

舜水）

155.茨城縣史編纂委員會，《近世史料國用秘錄（上、

下）》，茨城縣，1981 年。

156.茨城縣史編纂委員會，《茨城縣史‧近世思想編

大日本史編纂記錄》，茨城縣，1988 年。

157.茨城縣史編纂委員會，《茨城縣史料近世政治編

1》，水戶：茨城縣，1970 年。

158.茨城縣史編纂委員會，《茨城縣史‧近世編》，茨

城縣， 1985 年。

159.茨城縣史編纂委員會，《茨城縣藩末史年表》，茨

城縣，1973 年。

160.酒泉竹軒，《江都見聞錄》（酒泉竹軒為水戶史館

編史人員）。

161.高倉胤明，《探舊考證》，茨城縣令寫（手寫謄

印），1877 年，東大史料編纂所長久保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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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高須芳次郎，《水戶學 青年》，東京：潮文閣，

1942 年。

163.高須芳次郎，《水戶學 新研究》，東京：明治書

院，昭和 10 年。

164.高須芳次郎，《水戶學全集》，東京：日東書院，

1933 年。

165.高須芳次郎，《水戶學全集》，東京：日東書院，

1934 年。（其中第 4 編中有德川光國和朱舜水事

項，第 3編為安積覺專輯）

166.高須芳次郎，《水戶學全集第二編‧會澤正志》，

東京：日東書院，昭和 8年。

167.高須芳次郎，《水戶學派 尊王及 經論》，東

京：雄山閣，1936 年。

168.高須芳次郎，《光 齋昭》，東京：潮文閣，昭

和 19 年。

169.國書刊行會，《續 群書類從第十三‧澹泊齋文集

1-8》，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年。

170.國書刊行會，《續 群書類從第十三‧觀瀾集》，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年。

171.常盤神社、水戶史學會編，《水戶義公傳記逸話

集》，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 53 年。

172.常盤神社社務所，《明治維新 水戶學》，水戶：

常盤神社社務所，1993 年。

173.常盤神社社務所，《義公、烈公、

》，水戶：常盤神社社務所，1995 年。

174.常盤神社社務所，《義公修史 開 道》，水

戶：常盤神社社務所，1994 年。

175.清水正健，《水戶文籍考》（手寫謄印），水戶：

須原屋書店，大正 11 年。

176.清水正健，《增補水戶 文籍》，水戶：水戶 學

風普及會，昭和 9年。

177.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 形成》，東京：新評

論社，昭和 31 年。

178.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 形成》，岩波書店，

1974 年。

179.菊地謙二郎，《水戶學論藪》，東京：誠文堂新光

社，昭和18年。（菊地謙二郎在書中指出，德川光

和朱舜水同為水戶學的開山祖。在朱舜水的影響

下水戶學產生了大義名分、忠孝、實學之學。）

180.菊地謙二郎，《國學 史的考察》，東京：大岡山

書店，昭和 7年。

181.菊地謙二郎，《義公略傳》，水戶：水戶市印刷業

組合，昭和 3年。

182.菊地謙二郎編，《水戶學 先賢訓》，1931 年，

茨城大藏書。

183.飯島唯一編，《水戶歷世譚》，水戶：右文堂，明

治 41 年。

184.新井白石，《學餘推敲乾坤新井 安積澹泊書》

（將軍幕府政策策劃者新井白石與朱舜水弟子安積

澹泊往來書信，其中提到朱舜水。）

185.源了圓，《近世初期實學思想 研究》，東京：創

文社，1980 年。

186.源了圓，《實學思想 系譜》，東京：講談社，

1986 年。（書中談到德川儒學是日本實學發展的第

一時期）

187.義公會編，《安積覺全集》9卷（手寫），水戶：

1942 年，茨城縣立歷史館藏。

188.福田耕二郎，《水戶 彰考館：學問 成果》，東

京：錦正社，1991 年。

189.鹽穀世弘，《水府實紀》（手寫謄印），萬延年成

書，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190.鈴木成章，《水戶歷世譚》，東京：青史社，1978

年。（另有飯島唯一編，與其同書名），茨城縣立

圖書館藏。

191.鈴木 一，《水戶藩 》，土浦：筑波書

林，1989 年，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192.鈴木 一，《水戶藩學問‧教育史 研究》，東

京：吉川弘文館，昭和 62 年。

193.彰考館，《水城實錄》（手寫謄印），彰考館藏。

194.彰考館，《水藩記事》7冊（手寫謄印），彰考館

藏。

195.彰考館，《水藩雜錄1-3》3冊（手寫，草體）（第

1-2冊：小宮山次郎編﹔第3冊：彰考館編集豊田彥

次郎編），弘化2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196.彰考館，《水戶義公書翰集》7卷（手寫謄印），

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197.彰考館，《史林年表》（內有彰考館成立後的使用

人數等，可知建館時有多少人，以及朱舜水被聘後

的變化），彰考館藏。

198.彰考館，《史館事蹟》（手寫謄印），彰考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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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彰考館，《朱舜水記事纂錄》3卷，東京：吉川弘

文館，大正 3年。

200.彰考館，《西山記事抄》（手寫謄印），元祿 2

年-天保 5年，彰考館館藏。

201.彰考館，《改正修史例》（手寫謄印），茨城大學

圖書館藏。

202.彰考館，《耆舊得聞附錄》（內有史館人員在德川

光國的授意下寄給幕府大學頭的信﹕「小宅生順寄

弘文林學士書」可瞭解水戶編史思想），彰考館

藏。

203.彰考館，《舜水先生 關 略記》，彰考館藏。

204.彰考館，《舜水朱氏談綺》4冊，水戶：書舖柳枝

軒，正德 3年（1713 年）。

205.彰考館，《禦意覺書》，天和 3 年，清水正健藏

書，清水國輔贈茨大書。

206.彰考館，《寬永文書（1625 年-1643 年）》10 卷

（手寫謄印），茨城縣立圖書館內松羅館文庫藏。

207.滿井隆行、瀨谷義彥、豊崎卓，《茨城 歷史》，

東京：山川出版社，1957 年。

208.德川光 ，《大日本史》397卷，1906年（初版）。

209.德川光 ，《水府系纂》，1698 年。（水戶諸武

士系譜，元祿11年（1698）由佐野鄉成編寫完。有

目錄2卷、正編92卷、附錄4卷。其中1-4卷記載

朱舜水的弟子及師生等關係。）

210.德川光 ，《沈張蔣詩文筆語》（手寫謄印）。

（本書內容為大串元善公與明朝遺臣沈克異、張殿

秦、蔣挺的問答筆語及唱酬詩文），彰考館藏。

211.德川光 ，《家乘》42 卷。（水戶藩編年體記

事，從元和 5 年至延寶年。其中包含德川光國回藩

日記 8卷、雜錄別記 16 卷），彰考館藏。

212.德川光 ，《破卻帳》，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茨

城縣史‧近世篇》（其中有德川光 言破淫祠理

由）。

213.德川光 ，《張斐筆語》（手寫謄印）。（德川光

國在朱舜水推薦下，派武士大串元善公到長崎見張

斐，欲聘其。本書內容為大串元善公與張斐筆談記

錄），彰考館藏。

214.德川光 ，《視聽日錄》（於將軍家看見和聽到的

事情，不分巨細，都記錄在內），彰考館藏。

215.德川光 ，《霞池省菴手簡》（手寫謄印）。（霞

池為張斐之號，省菴為朱舜水弟子、武士安東守約

之號，本書收錄的是張斐與安東守約的往復書件，

其中多處提及朱舜水），彰考館藏。

216.德川光 編，《舜水先生文集》28 卷，1715 年

（正德5年），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217.德川光 編，《舜水先生外集》（手寫謄印），6

冊，彰考館，元祿 10 年（1697 年），彰考館藏。

218.德川光 編，《禮儀類典》520卷，1684年。（這

套書是水戶學者為完備皇室的祭祀禮儀制而編，後

呈幕府與皇室），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219.德川 順編，《水戶義公全集》（上、中、下），

東京：角川書店，1970 年。

220.德川光 輯，《舜水先生文集》，元祿 10 年。

221.稻垣國三郎，《義公論語》，東京：八光社，昭和

17 年。

222.稻葉岩吉，《朱舜水》，東京：文會堂，1912年。

223.賴祺一編，《日本 近世第十三卷‧儒學‧國學‧

洋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年。

224.齋藤新一郎，《水戶藩系譜外戚傳》（手寫稿）

（藩主家女性傳）， 水戶學振興會，1956 年，茨

城縣立圖書館藏。

225.齋藤德寬，《西山偉績‧人》，水戶：高木印刷

所，明治 32 年。

226.齋藤德寬，《西山偉績‧天》，水戶：高木印刷

所，明治 32 年。

227.齋藤德寬，《西山偉績‧地》，水戶：高木知新

堂，明治 30 年。

228.關山延《水戶學精髓》，東京：誠文堂，1941

年，茨城縣立圖書館藏。

229.關孤丹，《水戶 心》，水戶：川又書店，昭和

56 年。

230.關儀一朗，《近世儒家史料》，東京：飯塚書房，

1976 年。 書中收錄有：稻葉默齋《墨水一滴》1

卷，明和3年（1766年）（稻葉為唐津藩儒官） ﹔

青山拙齋《文苑遺談》3 卷，安政 3 年（1856 年）

（青山拙齋曾為水戶彰考館總裁） ﹔青山拙齋《文

苑遺談續集》1 卷，安政 3 年（1856 年）﹔會澤正

志齋《及門遺範》1 卷，嘉永 3 年（1850 年）（會

澤正志齋曾任彰考館總裁）。

231.藤井貞文，《江戶國學轉生史 研究》，東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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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弘文館，昭和 62 年。

232.藤田一正，《修史始末》（上、下卷），彰考館館

員藤田一正書於寬政 6年，茨城大學圖書館藏。

233.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 輯，《舜水先生文

集》，元祿 10 年。

234.瀨穀義彥，《水戶學 史的考察》，東京：中文館

書店，昭和 15 年。

235.瀨穀義彥，《水戶藩鄉校史的研究》，東京：山川

出版社，1976 年。

236.瀨穀義彥，《歷史有情》，東京：精興社，昭和

54 年。

（2）論文：

1. J.W. ，〈日本 測 ──英語圈 日

本研究 歷史敘述〉（上、下），《思想》，1995

年 9、10 月。

2. M. W. ，〈海外研究文獻 1970-88〉，

《日本思想史》31，特集──《外國人 日本研究

1》，東京： 社，1988年，頁1-16。(Steele,

M. William, “Select Bibliography of Recent Works

o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Published in

European Languages: 1970-88”)

3. 大森林造，〈義公漢詩注──70歲以降 詩抄〉，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42 卷》，1995 年 5 月，頁

82-94。

4. 大森林造，〈義公漢詩注──20歲代 詩抄〉，水

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32 卷》，1990 年 5 月，頁

65-76。

5. 大森林造，〈義公漢詩注──40 歲代 詩抄

1〉，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36卷》，1992年5月，

頁 66-77。

6. 大森林造，〈義公漢詩注──50歲代 詩抄〉，水

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38 卷》，1993 年 5 月，頁

58-72。

7. 大森林造，〈義公漢詩注──60歲代 詩抄〉，水

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41 卷》，1994 年 10 月，頁

87-96。

8. 子安宣邦，〈儒教 近代──日本 場

合〉，《日本思想史：特集──外國人 日本研究

1》41，東京： 社，1991 年，頁 3-15。

9. 小林健二，〈水戶學 日本學 ──名越時正著

《日本學入門》 寄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

學 11 卷》，1979 年 10 月。

10.小島晉治，〈李大釗筑聲劍影樓紀叢──朱舜水

事蹟 日本人（菊地謙二郎 稻葉君山）

論爭〉，《茨城縣史研究》20，昭和46年 6月，

頁 50-55。

11.中山久四郎，〈朱舜水 日本文化〉，《東京支那

學報》第 3號，東京支那學會刊，1957 年 6月，頁

115-119。

12.中村哲，〈水戶學 國家論──《新論》 中心

下〉，《茨城縣史研究》34，1976 年 3月，頁

1-18。

13.木下英明，〈《陸宣公奏議》 朱舜水〉，水戶史

學會《水戶史學 42 卷》，1995 年 5月，頁 8-60。

14.木下英明，〈加賀 朱舜水〉，《茨城縣立歷史館

報》，1999 年 3月。

15.木下英明，〈朱舜水 大日本史編纂 〉，

茨城縣立歷史館《茨城縣立歷史館報》第 22 號，

1995 年 3月，頁 11-29。

16.木下英明，〈朱舜水 彰考館 史臣達〉，水戶史

學會《水戶史學 38 卷》，1993 年 5月，頁 2-14。

17.木下英明，〈朱舜水 楠正像贊 〉，水戶

史學會《水戶史學21卷》，1985年4月，頁30-50。

18.木下英明，〈舜水‧朱之瑜〉，水戶史學會《水戶

史學 17 卷》，1982 年 10 月，頁 51-60。

19.王家驊，〈朱舜水 前期水戶學〉，《日中儒學比

較》，東京：六興出版，1988 年。

20.北鄉康，〈朱舜水 史學思想 〉，水戶史

學會《水戶史學 4卷》，1976 年 3月，頁 24-30。

21.布笠安喜，〈日本 近代化 儒教〉，《日本思想

史：特集──外國人 日本研究 1》 41，東京：

社，1991 年。

22.田邊裕，〈尾張義直 水戶光 〉，水戶史學會

《水戶史學 18 卷》，1983 年 4月，頁 2-23。

23.石原道博，〈朱舜水 康南海〉，《歷史教育》

8-12，1960 年，頁 60-62。

24.石原道博，〈朱舜水 世系 〉，《鈴木俊

教授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1964 年 10 月，頁

13-26。

25.石原道博，〈朱舜水十二考〉，《茨城大學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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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紀要人文科學第 15 號》，1964 年 12 月，頁

1-12。

26.石原道博，〈朱舜水關係史料補說〉，《茨城縣史

研究》，1965 年 3月，頁 48-60。

27.石原道博，〈鄭成功、朱舜水、心越關係 二史

料〉，岩井博士古希記念事業會編《典籍論集：岩

井博士古稀紀念》（內含：岩井大慧博士年譜‧著

作目錄等），東京：岩井博士古希記念事業會，

1963 年。

28.石原道博，〈餘姚 四先賢故里碑〉，《常陸評

論》平成 5年 3號、通卷 238 號，頁 2。

29.石原道博，〈溫知彰考──朱舜水 關心

〉，《茨城縣史研究》9，1967 年 11 月，頁

32-40。

30.石原道博，〈黃尊憲 水戶學 周邊〉，《茨

城縣史研究》40（茨城縣史編集委員會，1979

年），頁 40-47。

31.立花均，〈山鹿素行 日用 學成立 契

機〉，《日本思想史》第 15 號，1980 年，頁

22-35。

32.仲田調一，〈懋齋人見伝〉，水戶史學會《水戶史

學第 14 卷》，1981 年 4月，頁 45-50。

33.吉田俊純，〈後期水戶學 奇兵隊諸隊──後期水

戶學 再評價 求 〉，《茨城縣歷史館報2》，

水戶：茨城縣歷史館，昭和50年2月，頁89-102。

34.吉澤義一，〈水戶藩弘道館 他藩 與 影

響〉，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17 卷》，1982 年 10

月。

35.名越時正，〈水戶派 明末志士〉，《藝林》8-4，

1957 年。

36.名越時正，〈水戶藩 於 國學‧下〉，《史學

雜誌》第 55 編第 7號，頁 540-565。

37.名越時正，〈水戶藩 於 國學‧上〉，《史學

雜誌》第 55 編第 6號，頁 369-423。

38.名越時正，〈明治天皇 水戶〉，水戶史學會《水

戶史學第 36 卷》，1992 年 5月。

39.名越時正，〈菊潭吉弘元常〉，水戶史學會《水戶

史學第 16 卷》，1982 年 4月，頁 49-58。

40.名越時正，〈德川慶喜 大政奉還 「義公以來 家

訓」〉，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27卷》，1987年10月。

41.安見隆雄，〈大日本史 論讚──特 光 論讚

執筆 意思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42

卷》，1995 年 5月，頁 2-16。

42.西山德，〈水戶義公 神道〉，水戶史學會《水戶

史學第 9卷》，1978 年 10 月。

43.但野正弘，〈再 「藩主德川光 就藩回數」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42卷》，1995年

5月，頁 98-100。

44.但野正弘，〈鵜飼鍊齋〉，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4卷》，1976 年 3月，頁 43-51。

45.松村浩二，〈近代前期朱子學 《西銘》解

釋〉，《日本思想史》41，特集──《外國人 日本

研究》，東京： 社，1991年，頁104-129。

46.松島榮一，〈南北朝正閏論 他〉，《茨城縣史

研究》5，昭和 41 年 8月。

47.近藤啟吾，〈水戶光 神葬祭〉，水戶史學會

《水戶史學 29 卷》，1988 年 10 月，頁 10-18。

48.阿河準三，〈水戶 讚岐〉，水戶史學會《水戶史

學》，1988 年 10 月，頁 2-9。

49.原田文穗，〈水戶學派 他學批判──〈水戶學

研究〉 〉，《史學雜誌》第54編第7號，通

編第 634 號，昭和 18 年 7月。

50.宮田正，〈義公回顧 氣運 ──寬政期

〈往復書案〉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36

卷》，1992 年 5月，頁 25-31。

51.宮田正彥，〈義公書翰拾異〉，水戶史學會《水戶

史學 14 卷》，1981 年 4月。

52.時野谷滋，〈禮儀類典 意義〉，水戶史學會《水

戶史學 9卷》，1978 年 10 月。

53.荒川久壽男，〈 光 論 虛構

偏見 〉，水戶史學會《水戶史學 9 卷》，

1978 年 10 月，頁 57-73。

54.荒川久壽男，〈水戶學 新井白石 史學〉，水戶

史學會《水戶史學 21 卷》，198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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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之瑜，《朱舜水全集》，上海：國學整理社，

1936年。（全書25卷，包括詩、賦、疏、雜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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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越倫，《朱舜水傳》，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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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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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臺北縣永和市：大通出版，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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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郭垣，《朱舜水》，上海：正中書局，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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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大釗，〈覆景學金今君〉，《言治》月刊第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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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鵝湖》，2003 年 10 月。

23.胡行之，〈朱舜水之海外因緣〉，《越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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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覃啟勛，「朱舜水東瀛授業研究」（博士論文），

武漢大學，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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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鄭成功，「鄭大木與朱舜水尺牘，安積澹泊臨寫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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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llah, Robert Neelly,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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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Huang

Tsung-hsi's Ming-I Tai-Fang L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Dore, R. P, Education inTokugawaJapa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5. Earl, David Magarey, Emperor and Nation in Japan: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Tokugawa Perio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6. Harrotunian, Harry D, 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a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 (Chic-

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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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Koschmann, J. Victor, The Mito Ideology: Dis-

course, Reform, and Insurrection in Late Tokugawa Ja-

pan, 1790-1864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9. Maruyama, Masao. (translated by Mikiso Hane)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hird

printing, 1974)

10.Nakai, Kate Wildman, Shogunal Politics: Arai Hakuseki

and the Premises of Tokugawa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Totman, Conrad D, PoliticsintheTokugawaBakufu,1600-184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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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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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ement, Ernest Wilson,“The Tokugawa Pr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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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okyo, 1890): 1-24. (水戶藩歷史)

2. “Chinese Refugees of the Seventeen Century

in Mito.”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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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struction of Mito Prince to His Retain-

er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26

(Tokyo, 1898): 115-153. (義公德川光國旨)

4. Ku, Helen Pui-king, Chu Shun-shui: His Life

and Influ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72).

5. Lu, Yuxin, Confucius, Zhu Shunshui, and the

Original of Japanese Statebuilding in The To-

kugawa Era: 1650-1700 (Doctoral disserta-

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98).

6. Reformed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Asian Cul-

ture 25.5 (Taipei, Winter, 1997):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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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akai, K. W., Shogunal Politics: Arai Ha-

kuseki and the Premises of Tokugawa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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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朱舜水的原始文獻，除了以上所列外，還有些

目前仍下落不明。如據清水正健在《增補水戶 文籍》

（水戶：水戶學風普及會，1934 年，頁 12）介紹：

《校刻舜水文集》28 卷，除有目錄 1 卷，行實及略譜

1卷外，還有《舜水外集7卷》尚未刊行。而本文作者

僅確認到 1697 年成書的 6卷《舜水外集》（已收錄在

本目錄中）。此外，本文作者深疑，水戶的彰考館儘管

在二戰時遭美軍轟炸而損失了相當的原始資料，但應還

有部分關於德川光國和朱舜水的重要原始材料，卻因各

種原因而未能公布於世。這只能冀希於將來各方面的努

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