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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自安史之亂後內憂外患加劇，宦官亂政與藩鎮割據使得國勢自此一蹶不

振，民心動盪不安，當時道教內丹思想與佛教禪宗思想漸興，各提出一套自我心

性鍊養的理論哲學，這讓處於動亂社會中的民眾在精神上有了寄託，信仰者越來

越多，加之統治者扶持，道教與佛教因而在唐時大為興盛，此時向來在封建宗法

社會中位居主流的儒家，開始思索如何提升自己的理論層次，以期能與二教相抗

衡，恢復主導國家政治教育思想之地位，李翱1便在國家危亂、人心思變之際提

出《復性書》，試圖重整建構儒家心性理論，在一波波重新鑽研儒家心性典籍思

潮下，最終促成了宋明儒學的誕生，學者們大多認為李翱為開啟宋明儒學之先

驅，為承先啟後、推動儒家思想轉化之關鍵人物。2因此探討李翱在《復性書》

中儒家思想的變化，在某種程度上具有指標性意義。 

李翱在《復性書》中如何重建儒家心性理論？如何重新詮釋儒家心性典籍？

有何與先秦漢儒思想迥異的特質？本文將先了解《復性書》的內容架構，整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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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要旨，再進一步從思想特質裡找出儒家思想轉化的線索，希望有助於理解儒

家在中晚唐至宋初之際思想變化的時代意義。 

 

〈復性書〉收錄在李翱《李文公集》卷二，3全書有上、中、下三篇，內文

約有三千四百多字。 

一、各篇概述 

復性書上 

（一）開門見山強調「性」為成聖的關鍵。 

（二）說明「性」與「情」的關係。 

（三）闡述「誠」為聖人「性」之本質，以至誠盡性復歸性命之道。 

（四）交代撰寫《復性書》的動機與目的。 

復性書中 

（一）以問答方式說明漸次復性的方法。 

（二）引用《中庸》、《易傳》、《大學》、《孟子》、《樂記》部分文句作為立論

依據。 

復性書下 

（一）以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蟲魚貴在有道德之性，勸勉世人人生難得應在有

限的生命裡及早覺悟，勤修不輟。 

二、出發點 

李翱在上篇末段明白點出了撰寫《復性書》的目的：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

                                                 
3 李翱，《李文公集》，卷二，〈復性書〉，收錄於《四庫全書》，第 1078 冊，上海，

上海古籍，1987 年，頁 106-111。 



 

曰：「我四十不動心。」……遭秦滅書，中庸之不焚者，一篇存焉，

於是此道廢闕，……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剥

也必復，吾豈復之時邪？4

李翱認為《中庸》含有性命之源奧義，然而自秦焚書之後僅存一篇，致使此道逐

漸失傳，李翱想要藉此機會復興此道，以此道覺此民也。5那麼李翱是如何認定

《中庸》為性命之源？ 

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列老釋，不知者謂夫子

之徒，不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

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曰復性書以理其心。6

李翱是以其所「知」而傳，換句話說他自認已悟得《中庸》性命要義，7且認為

此要義是儒家本來就有的，只是學者不清楚其根源，誤以為是道釋二家的思想。 

綜上所述李翱撰寫《復性書》的出發點是以復興《中庸》性命思想為己任。 

 

                                                 
4 《李文公集》，卷二，〈復性書〉，復性書上，頁 108。 
5
《李文公集》，卷二，〈復性書〉，復性書中，頁 110。 

6
《李文公集》，卷二，〈復性書〉，復性書上，頁 108。 

7
「我以心通者也。」引自《李文公集》，卷二，〈復性書〉，復性書中，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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