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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名為「近五十年中國大陸中國文學研究之評述與借鏡：經學 1/2」，是

針對近五十年中國大陸經學研究成果作蒐集、分析、歸納，作出批評，並就其可

供借鏡之處予以論述。

自民國 76 年底，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及大陸出版品，兩岸學術交流進入新紀

元。然而過去有關人文學科之研究成果，大多屬零散之評論，缺乏較全面或較深

入之分析；而中國大陸在數十年前調整大學學制，將傳統經學拆散，歸併於相關

學科之中：《易經》、《論語》、《孟子》歸入哲學，《詩經》歸入古典文學，《尚書》、

《左傳》歸入歷史學，《禮記》歸入社會科學，《爾雅》歸入語言文字學，因此有

關經學之研究頓失重心，且造成研究上之偏重，最明顯者為《三禮》研究。本計

畫之目的，是要從不同學科領域中，勾勒出大陸近五十年經學研究之面貌，作深

入評論，並分析其可供借鏡之處，以作為作臺灣學界之參考。

由於經學之主要內容包括十三經及經學史，範圍頗大，本計畫必須衡量大陸

近五十年來經學研究之實況，分為二年進行：第一年研究《易經》、《詩經》、《書

經》三種；第二年研究《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記》、《儀禮》、《周禮》、

《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及經學史。上述區分，主要是根據研究著作

數量，且第一年蒐集資料時亦可同時蒐集各經之資料，所以第二年研究之經籍雖

多，若論工作份量，應與第一年相去不遠。

貳、研究之目的與步驟
依照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觀點，中國傳統學術向來有經、史、

子、集四部之分1。四部之學，以經部居首，可見其地位與重要性。

早在先秦時期，幾部重要經書如《周易》、《尚書》、《詩經》、《儀禮》、《周

禮》與《春秋》，泰半已集結成書。西漢初年，為補救嬴秦焚書之禍，帝王下詔

搜訪文獻，朝廷設立經學博士，遂使今文經昌盛於前，古文經繼起於後。及至東

漢中後期，馬融、鄭玄諸儒更開啟今古文合流之局面。要之，漢代為中國經學史

上之第一高峰期，晚清皮錫瑞以漢武時為「經學昌明時代」2，自漢元、成至後

漢為「經學極盛時代」3，其說不誣。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即備受官方之保護與揄揚，成為士人教育之主流，國家考
                                                
1 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序〉云：「晉荀勗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部，而子猶先於史。

至李充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經、史、

子、集之次始定。」
2 《經學歷史》頁 62，藝文印書館，1974 年。
3 《經學歷史》頁 98，藝文印書館，1974 年。



試之重要學科，在人才養成及選拔方面，皆扮演決定性之角色。

然而兩千年間，經學亦曾飽經時代考驗及歷史滄桑。從漢儒之鑽研章句、

惟務訓詁，到宋人之疑經改經、自出機杼，降至有清，則漢宋兼立、今古爭奇。

其間經學本身不時升降浮沉，更張轉化，有如一株根深柢固之老樹，有過陽光普

照、花繁葉茂之榮景，亦不無風雨交加、枝椏狼籍之窘況。經學所面臨之最大衝

擊，乃發生於晚近百年。由於歐風美雨強勢入侵，封建體制由動搖而崩潰，社會

經濟由激盪而轉型，舊有之社會、文化、思想、學術等方面，亦幾乎被連根拔起。

士大夫之信仰體系既遭瓦解，往日高高在上之經學尤未能倖免於難，時人或批評

孔孟，或鼓吹廢經。經學不只遭受質疑、批判，甚至難逃嚴厲之抨擊與無情之揚

棄。

自大陸變色，兩岸分治，中華民國雖偏處海隅，緣於當局「復興中華文化」

之理想與信念，經學幸得不絕如縷，保有其一線生機。反觀海峽對岸，歷經文化

大革命之巨變浩劫，中國人知書達禮、忠孝傳家之優美傳統，短短十年間幾乎被

摧殘殆盡。久為中華文化柢柱之經學，更被馬、列信徒誣衊為「箝制人民思想之

工具」4，知識分子個個噤若寒蟬，莫敢與爭。而在高等院校中，由於科系調整，

原屬經學之《易經》、《論語》、《孟子》被歸入哲學類，《詩經》被歸入文學類，《尚

書》、《左傳》被歸入歷史類，《爾雅》被歸入語文類，致使傳統經學幾近解體，

加上研究學者不多，經學成果自然萎縮。

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經學研究又日漸活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中國大陸鐵幕日啟，文網漸開，對於儒家之態度亦稍趨平緩。文革以

後，民眾對於傳統經典頗為重視，學校及家庭大都希望下一代能夠研讀經典，故

經典之出版頗為蓬勃，進而帶動研究之風氣。

二、兩岸學界之交流、民間之合作與日俱增，促使大陸學者對於經學研究

重作評估。目前各高校成立之古籍研究所或古文獻研究所，研究重點都包括傳統

經典。

三、近數十年來，中國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許多屬於傳統經籍，故由

出土文物之研究，亦帶動經學之研究。

上述三點，前二者屬於風氣之轉變，後者則是帶動研究之主因。有關經籍

之出土文物，包括：

１．馬王堆帛書──易

1973 年 11 月至 1974 年初，湖南省長沙市東郊馬王堆三座漢墓中發現大批

                                                
4 如范文瀾即云：「經是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方面壓迫人民的重要工具。」見〈中國經學史的演

變〉，《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頁 265，中國社會科出版社，1979 年。



陪葬物。在文獻方面，包括一批帛書及帛畫等。帛書之內容，有《周易》經傳、

《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老子》甲本、乙本、天文書、醫書、《相

馬經》、《導引圖》、地圖等，共 20 餘種，凡 12 萬餘字。《周易》經傳部分，

包括《六十四卦》、〈繫辭傳〉及佚傳五篇。字體除篆書外，絕大部分為早期隸

書，或則工整，或則潦草，顯非出自一人之手。

  《六十四卦》約 4900 餘字，在帛卷之前部。無上下經之分。〈卦辭〉與〈爻

辭〉與今本相較，異文甚多，六十四卦之排列次序更與今本完全不同。至於其抄

寫年代，張政烺先生根據字體觀察，認為約在西漢文帝初年，約當西元前 180

至 170 年之間。《六十四卦》之後，抄有〈繫辭傳〉及佚傳共六篇。五篇佚傳，

分別為〈二三子問〉（抄在《六十四卦》之後）、〈易之義〉（抄在〈繫辭傳〉

之後）、〈要〉、〈繆和〉、〈昭力〉。

２．王家台秦簡──易

1993 年，湖北省江陵縣荊州鎮王家台 15 號秦墓，出土 800 多枚竹簡，其中

關於易占者有 164 枚，另有 230 枚未編號之殘簡，共 394 支，總計 4000 多字。

竹簡易占，分為卦畫、卦名和卦辭三部分。卦畫以「一」表陽爻，以「六」或「八」

表陰爻。可辨識之卦畫約五十多個，其中有部分重複之卦畫及卦名，所見卦名大

多與今本《周易》相同。至於卦辭則與今本大異，且多採用古史中占筮之例。5此

方面研究，王明欽有《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武漢大學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

發表會論文」（2001 年），另有〈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一劍集》（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 年），又〈《歸藏》與夏啟的傳說──兼論臺與祭壇的關

係及鈞臺的地望〉，《華學》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李家浩有

〈王家台秦簡「易占」為《歸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第 1 期，

連劭名有〈江陵王家台秦簡〈歸藏〉筮書考〉，《中國哲學史》（2001）第 3 期，

王寧有〈秦墓《易占》與《歸藏》之關係〉，《考古與文物》（2000 年）第 1 期，

林忠軍有〈王家台秦簡〈歸藏〉出土的易學價值〉，《周易研究》（2001）第 2 期。

３．阜陽漢簡──易、詩

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大批簡牘，雖然破損嚴重，亦清理

出十多種古籍，其中包括《周易》、《詩經》、《蒼頡篇》、《年表》、《大事記》、《萬

物》、《作物員程》、《行氣》、《相狗經》、辭賦、《刑法》、《日書》等等。墓主為卒

於西漢文帝十五年（西元前 165 年）之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因此簡牘年代

                                                
5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駢宇騫、段書安：《本世

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年）。



下限應不晚於這一年。墓中出土《周易》，共有 300 多個碎片，內容包括今本《周

易》中 40 多卦，有卦畫、卦辭 者 9 片，有爻辭者 60 多片。每爻辭之間，還用

圓點隔斷。辭後還有卜事之辭。經文與今本《周易》異文不少，大多為通假字。

唯卦畫留存很少，僅見臨、離、大有三卦，卦形與今本《易經》以及馬王堆《易

經》亦有不同。

《詩經》方面約有 170 多條碎片，包括今本《詩經》〈國風〉中大約 65 篇殘

詩，其中僅存篇名者有 3 篇；〈小雅〉中之〈鹿鳴〉、〈四牡〉、〈常棣〉、〈伐木〉

四篇殘句。此外，尚有與〈毛詩序〉類似之三片殘簡。原簡每詩皆有篇題及字數，

或某〈風〉之後有尾題。簡本《詩經》與《漢書‧藝文志》所載齊、魯、韓、毛

四家詩皆不同，除同音假借之異文近百處外，亦有保存「異義」之異文。有關簡

本《詩經》之研究，計有參考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

簡整理組之〈阜陽漢簡《詩經》〉《文物》第 8 期（1984 年）、胡平生、韓自強：

〈阜陽漢簡《詩經》簡論〉，《文物》第 8 期（1984 年）、饒宗頤：〈讀阜陽漢簡

《詩經》〉，《明報月刊》十二月號（1984 年）、文幸福：〈阜陽漢簡詩經探究〉，《國

文學報》第 15 期（1986 年 6 月）、文幸福：〈阜陽漢簡詩經略述〉，《國文天地》

第 3 卷，第 9 期（1988 年 2 月）、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月）、黃宏信：〈阜陽漢簡《詩經》異文研究〉，《江

漢考古》第 1 期（1989 年）等等。6

４．郭店楚簡──詩、書、禮記、六經

1993 年 10 底，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 800 多枚

竹簡。此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之特點，下葬年代當在西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前三世

紀初。主要典籍有《老子》甲、乙、丙三組、〈太一生水〉、〈緇衣〉、〈五行〉、

〈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

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四篇）等。其中〈緇衣〉見於今本《禮記》

中，但二者分章與章次並不相同。而部分簡文之內容亦與今本《禮記》某些篇章

相似。此外，簡文最大之特色之一，即是《詩》、《書》等經典之單引，或列引，

或排列論述，是研究先秦儒家經學之重要文獻，且對於研究先秦時期之學術發展

脈絡，具有重大意義。7最重要之參考文本，為 1998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

                                                
6 參考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

報〉，《文物》第 8 期（1978 年）、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

〈阜陽漢簡簡介〉，《文物》第 1 期（1983 年）、駢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

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年）。
7 參考劉祖信：〈荊門楚墓的驚人發現〉，《文物天地》第 6 期（1995 年）。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第 7 期（1997 年）；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



墓竹簡》，包含圖版、釋文以及注釋。

５．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禮記

1994 年 5 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戰國楚簡。同年年底，

又由朱昌言、董慕節、顧小坤、陸宗霖及葉仲午五位先生出資購入另一批竹簡，

共 497 枚，捐贈與上海博物館。前後共 1200 多支簡，35000 多字，然而出土時

間與地點皆不詳。不過，依據考古部門碳十四年代測定，竹簡距今約 2257 年（正

負 65 年），因此其時代大約與郭店楚簡相同。其中約有 80 多種戰國古籍，內容

包括《易經》、〈孔子詩論〉、〈性情論〉、〈緇衣〉、〈子羔〉、〈孔子閒居〉、

〈彭祖〉、〈樂禮〉、〈曾子〉、〈武王踐阼〉、〈子路〉、〈四帝二王〉、〈顏

淵〉、〈樂書〉、〈卜書〉等等。現已出版之第一冊包括〈孔子詩論〉、〈緇衣〉

與〈性情論〉三篇。〈孔子詩論〉主要記載今已失傳孔子對《詩》之論述，《詩

經》之篇名大多可與今本對應，亦略有異文，與〈詩序〉之關係亦值得進一步研

究。〈緇衣〉則可與郭店楚簡與今本《禮記‧緇衣》對勘。至於第二冊所收包括

〈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乙〉、〈昔者君老〉與〈容成氏〉共

六篇，其中〈民之父母〉見於今本《禮記．孔子閒居》。此外，預計收入第三冊

者有《易經》，計 58 枚，包含 35 卦之內容，約有 1800 字，簡中還出現紅、黑六

種標記符號，前所未見，為《易》學研究史上極為珍貴之材料。8

６．定縣漢簡──論語、大戴禮記

1973 年，河北定縣八角廊 40 號西漢晚期墓葬（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

大批簡牘，唯碳化成塊，殘損較嚴重，經過清理，共得以下先秦文獻：《論語》、

〈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鳳二年

正月起居記〉、《日書‧占卜》等。其中《論語》簡有 620 枚，共 7576 字，簡本

與今本在篇章之分合上多有不同，各章文字與今本亦有不少出入。唯是簡本之出

土，為《魯論》、《齊論》與《古論》以外之另一版本，為《論語》研究提供新資

料，極具意義。同時，〈哀公問五義〉與〈保傅傳〉亦見於《大戴禮記》。河北省

                                                                                                                                           
社，1998 年 5 月）；駢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年）。
8 參考〈戰國竹簡露真容〉，《文匯報》第 1、3 版（1999 年 1 月 5 日）；〈戰國竹簡漂泊歸來獲新生〉，

《文匯報》第 3 版（1999 年 1 月 6 日）、〈戰國竹簡涉及古籍８１種〉，《社會科學戰線》第 4 期（2000

年）、駢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年）、趙蘭英：

〈解讀戰國楚簡〉，《瞭望新聞週刊》第 42 期（2000 年 10 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

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1 月）、朱淵清：〈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上博

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3 月）。



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有《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由文物出版社於

1997 年出版，書中對簡本《論語》之版本、文句作簡單介紹，並有釋文和注釋。
9

參、初步成果
  經過蒐集及整理，中國大陸數十年來經學研究之成果有：10

一、經籍整理，如：

１．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點校者：潘雨廷，中華書局，1994，1-757

頁

２．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點校者：陳抗、盛冬鈴，中華書局，1986，

1-613 頁

３．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點校者：盛冬鈴、陳抗，中華書局，1989，

1-535 頁

４．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點校者：陳金生，中華書局，1989，1-1194

頁

５．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點校者：吳格，中華書局，1988，1-1125 頁

６．孫詒讓《周禮正義》，點校者：王文錦、陳玉霞，中華書局，1987 

７．孫希旦《禮記集解》，點校者：沈嘯寰、王星賢，中華書局，1989 

８．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點校者：王文錦，中華書局，1983，1-261

頁

９．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點校者：李解民，中華書局，1987 

10．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點校者：駢宇騫、郝淑慧，中華書局，1996，

1-750 頁

11．劉寶楠《論語正義》，點校者：高流水，中華書局，1990 

12．焦循《孟子正義》，點校者：沈文倬，中華書局，1987 

13．牟庭《同文尚書》，齊魯書社，1981.11，1-1650 頁

14．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華書局，1956.03，1-462 頁

此外，另有王先謙《尚書孔傳參證》、陳奐《詩毛氏傳疏》、胡培翬《儀禮正

                                                
9 參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 40 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8 期。定縣漢墓竹

簡整理組〈定縣 40 號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 年第 8 期。駢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

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年）。
10 以下僅列出本年度成果部分，包括《易》、《詩》、《書》三書，經學概論及經學史則屬於第二年

計畫之範圍。



義》、朱彬《禮記訓纂》、黃以周《禮書通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附王樹

�校 正 、 孫 詒 讓 斠 補 ） 、 劉 文 淇 等 《 左 傳 舊 注疏證》、陳立《公羊義疏》、廖平《穀

梁古義疏》、皮錫瑞《孝經鄭注疏》、郝懿行《爾雅義疏》、邵晉涵《爾雅正義》

等，雖已列入出版計畫，目前僅知書目而未見其書。

二、經學總論及經學史

１．夏傳才《十三經概論》（上、下），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06，1-612 頁

２．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98.12

３．何耿鏞《經學概說》，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01，1-166 頁

４．楊成孚《經學概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05，1-227 頁

５．陳克明《群經要義》，東方出版社，1996.12，1-414 頁

６．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編《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09，

1-678 頁

７．湯志鈞《經學史論集》，大安出版社，1995.06，1-382 頁

８．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1，1-538 頁

９．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12，1-286 頁

10．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0

11．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08，1-338

頁

12．章權才《宋明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09，1-344 頁

13．田漢雲《中國近代經學史》，三秦出版社，1996.12

14．彭林編《經學研究論文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06

15．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1，

1-990 頁

三、周易

１．劉大鈞《周易概論》，齊魯書社，1986.05，1-378 頁

２．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齊魯書社，1986.06，1-548 頁

３．宋祚胤《周易譯著與考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0，1-346 頁

４．呂紹綱《周易闡微》，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08，1-435 頁

５．宋祚胤《周易經傳異同》（上、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10，

1-406 頁

６．韓永賢《周易探源》，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11，1-489 頁

７．廖名春 康學偉 梁書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07，1-468



頁

８．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08，1-237 頁

９．馬恒君《周易辨証》，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12，1-652 頁

10．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上、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09，

1-1015 頁

11．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1，1-294 頁

12．張善文《歷代易家與易學要籍》，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04，1-469 頁

13．王新春《周易虞氏學》（上、下），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02，

1-1406 頁

  14．楊慶中《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人民出版社，2000.02，1-550 頁

15．馬振彪遺著、張善文整理《周易學說》，花城出版社，2002.01，1-793

頁

16．吳新楚《周易─異文校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08，1-270 頁

17．陳玉森、陳猷《周易外傳鏡詮》（上、下），中華書局，2000.05，1-1065

頁

18．廖名春著 陳光林主編《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08，

1-379 頁

19．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02，1-398

頁

四、詩經

１．于省吾《詩經楚辭新證》，木鐸出版社，1982.11，1-315 頁

２．黃焯《詩疏平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1-668 頁

３．程俊英主編《詩經賞析集》，巴蜀書社，1989.2，1-372 頁

４．趙沛霖編著《詩經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6，1-563 頁

５．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7，1-352 頁

６．金啟華譯注《詩經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11，1-912 頁

７．李湘《詩經研究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12，1-352 頁

８．程俊英、蔣見元譯《白話詩經》，岳麓書社，1995.11，1-552 頁

  ９．李山《詩經的文化精神》，東方出版社，1997.06，1-282 頁

10．劉運興《詩義知新》，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03，1-522 頁

11．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02，1-528 頁

12．許志剛《詩經論略》，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01，1-369 頁

  13．陳子展《詩三百解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0，1-1272 頁



  14．張彥《詩經今解》，吉李人民出版社，2001.12，1-503 頁

  15．洪湛侯《詩經學史》，中華書局，2002.05，1-838 頁

16．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研究》，坊印本，1-424 頁

五、尚書

１．陳夢家《尚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7，1-223 頁

２．辛樹幟《禹貢新解》，香港中華書局，1973.2，1-367 頁

３．王世舜《尚書譯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1-294 頁

４．李民《尚書與古史研究》（增訂本），中州書畫社，1983.1 第 2 版，1-256

頁

５．周秉鈞《尚書易解》，岳麓書社，1984，1-315 頁

６．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6，1-517 頁

７．江灝、錢宗武著《今古文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2，1-466

頁

  ８．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12，1-235

頁

  ９．金景芳、呂紹綱《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06，1-454

頁

  10．劉起釪《尚書源流及傳本考》，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03，1-314 頁

  11．臧克和《尚書文字校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05，1-767 頁

  12．游喚民《尚書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04，1-253 頁

  13．黃懷信《尚書注訓》，齊魯書社，2002.05，1-413 頁

目前正就上列諸書分別撰寫提要及書評，並分析其在經學研究上之總成果及

可供借鏡之處。唯因書籍眾多，閱讀費時，且廣包眾經，是故工程浩大。此外，

有關經學出土文物方面，由於以單篇論文居多，將另列專章予以析論。

肆、結論
  研究傳統經學，其意義在於理解傳統文化之根柢所在。此不僅為東方文化之

主幹，也是我國獨步全球、舉世無雙之古老文化。國人性格、觀念、氣質、價值

取向之培育，以及民族性之塑成，多半源自經學之陶養。因此，欲掌握固有之思

想及社會脈動，透過經學之角度則可窺知個中消息。蓋因經書為早期歷史文化之

精華寶藏，其內容林林總總，包羅萬有，涵括眾多學門之基本養分；接觸經學，

猶如擁有寬闊之人文視窗，得以深入歷史長廊，縱橫文化時空，適切掌握傳統文



化之精髓。

此外，現代人接受經學教育，亦有助於社會秩序之重建。現代社會消費膨

脹、資訊爆炸，人類拜科學之賜，生活水準顯著提升，然而相對而言，亦飽受另

一型態之生存壓力。每日汲汲營營於追求高薪、提昇消費，為權位而衝刺競爭；

甫出家門，即要面對擁擠忙亂之都會人群、千變萬化之商品世界、光怪陸離之媒

體報導，感官負荷可謂瀕臨極限。經學卻可以回歸人倫教化之精神層次，讓人重

新開闢一方清明心地，能夠不為利遷，不為物役，進而做到「己立立人、己達達

人」。換言之，倘若人人都有志實踐經學所標舉之「誠敬之道」，社會自能出現一

股源頭活水，以建立祥和有序之社會。近百年來，社會發展趨向於獨立、自主、

開放，個人主義大行其道，傳統規範被視為壓制與束縛，因而導致家庭倫理淡漠、

婚姻關係脆弱、青少年身心失調、學校教育成效低落、社會犯罪率攀升等等問題，

有識之士無不心存憂懼。經學既是以人為主體之學問，自足以解決人心之糾葛，

滌除人性之渣滓，排遣人生種種疑難與困境。是故有關經學之研究，其意義極為

重大。

中國大陸過去五十餘年中，大抵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作為國家發展之

南針，在文革時期，更是「批孔揚秦」不遺餘力，經學研究受到嚴厲之壓制。臺

灣方面，則以維護及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盡力保持經學研究之傳統，除於早年

成立孔孟學會等學術團體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更以「經學」作為研究

重點之一。近十餘年來，經學在大陸掀起一股研究熱潮，各界人士對於經學所提

供之人倫教化再度予以肯定，由此可證明臺灣數十年來維護傳統經學之做法絕對

正確。

由於出土文物不斷增加，大陸新發現之經學資料對於臺灣學者而言，自是

彌足珍貴；而大陸學者分從考古、歷史、哲學、社會學等角度對經典廣作詮釋，

亦可作為臺灣學者攻錯之石。此即本計畫主要精神之所在。

伍、參考文獻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 林慶彰主編 漢學研究中心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 林慶彰主編 漢學研究中心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 林慶彰主編 漢學研究中心（將出

版）
古籍整理圖書目錄（1949-1991）  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 北京中華

書局 1992.05
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1934-1962） 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編印
東洋學文獻類目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印
中國古籍整理研究論文索引（清末至 1983）東北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江蘇



古籍出版社
禮學關係文獻目錄         齋木哲郎編   東京東方書店
中國哲學史論文索引（1900-1976） 方克立、楊守義等編 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論文分類索引第二編（1937-194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 香港

三聯書店 1980.05
中國史學論文引得         余秉權編    香港亞東學社
八十年史學書目（1900-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研所 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
建國以來中國史學論文集篇目索引初編 張海惠、王玉芝編 北京中華書局
現代論文集文史哲論文索引     楊國雄、黎樹添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
1522 種學術論文集史學論文分類索引 周迅、李凡、李小文編 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 1990.02
魏晉南北朝研究論文書目引得    鄺利安編    臺北中華書局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鄺士元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鄭阿財、朱鳳玉編 漢學研究中心
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     寇淑慧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 林慶彰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所
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 林慶彰主編 臺北文津出版社
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至五輯） 朱伯崑主編 北京華夏出版社
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至第四冊） 黃壽祺等編 北京師範大學
周易研究（期刊） 劉大鈞主編 山東大學易學研究

中心

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        楊慶中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49-1966.6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等編 香港三

聯書店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66.7-1979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圖書室 北京中

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49-1980 中山大學中文系資料室 廣西人民

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80-1983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圖書室 北京中華

書局

陸、計畫成果自評
今年二月以來，中國大陸各地 SARS 疫情逐漸傳開，本計畫預定前往中國

大陸蒐集資料、訪問學者等研究工作頓受延誤。主持人已按規定辦理延期，故赴



大陸地區移地研究之報告未能同時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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