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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孟子．告子》:「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若夫為不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惡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惡之心，義也；恭敬之心，禮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禮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不能盡其才者也。 」試就此言，論孟子之心、性、情、才四者之義旨為何？（15%）又，

宋儒程朱對此義有何新詮？（10%） 
 
二 、 漢代《白虎通義》一書的成因背景與成書經過為何？（10%）其中的讖緯思想有何特色？

（10%）請就經學演變的觀點論其意義為何？（5%） 
 
三、宋朝的經學研究極具時代之特色，試從《詩經》、《周易》、《春秋》中任擇二種，據以說明

當時的經學表現。（25％） 
 
四、清儒皮錫瑞著有《經學歷史》，其以經學復盛時代，內文有云： 

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說，擇善而從。由後人論之，為漢、

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不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漢學師承

記》，以為梨洲、亭林兩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不可廢，多騎牆之見、

依違之言，豈真知灼見者，乃以黃、顧二公附於冊後。竊謂如江氏說，國初諸儒無一

真知灼見者矣，豈獨黃、顧二公！《師承記》首列閻若璩，江氏必以閻為真知灼見；

案閻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偽，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年代；

其說《詩》，以王柏《詩疑》為然，謂〈鄭〉、〈衞〉為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

江刻於黃、顧而寬於閻，是並閻氏之書未之考也。當時如胡渭《易圖明辨》，能闢圖、

書之謬，而〈洪範〉并攻漢儒。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能駮宋以申毛，而經說間談佛

教。萬斯大、方苞等兼通三《禮》，多信宋而疑漢。其不染宋學者，惟毛奇齡；而毛務

與朱子立異。朱子疑偽孔古文，而毛以偽孔為可信；朱子信《儀禮》，而毛以《儀禮》

為可疑；此則朱是而毛非者。雖由門戶之見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

別觀之，諒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 

請具體解釋、評議上述之語的意涵。（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