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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考據學在清初以辨偽學為主；請通過清初的群經辨偽學，如《易》圖、《大學》、

《古文尚書》等，說明清初考據學和理學的密切關係。（25 分） 
 

 

 
 
 

 

 

 

 

 

 

 

 
 
 
 
 
 

二、「釋經學」是我國儒學發展中，藉以呈現各時代思想特色的重要憑藉；《四庫提

要．經部總敘》有言儒學兩千多年之演進，「要其歸宿，則不過漢學、宋學兩

家互爲勝負。」請以下例漢儒、宋儒、清儒對於同一《孟子》文本之詮釋，說

明其所呈現的人性論不同看法及其所代表的時代思想模式。（25 分） 

 

 

    《孟子．盡心下》嘗以性、命對舉，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不謂性也。」 

 
 
 
 
 

 

    對此，張載論以「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熹《孟子集注》亦引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

有分，不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故朱熹曰：「不能皆如其願，不止為貧賤。

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至於清儒阮元，則其＜性命古訓＞據東漢趙岐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樂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不勞苦，此

皆人性之所欲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樂；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

禮節為制，不以性欲而茍求之也，故君子不謂之性也。」阮元故曰：「惟其味、

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不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 

 
 
 

   孟子接著又說：「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禮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不謂命也。」 

 
 
 

    對此，朱熹《孟子集注》亦引程子語為釋，曰：「仁義禮智天道，在人則賦

於命者，所秉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不謂之命也。」 

 

 

    阮元＜性命古訓＞則仍據東漢趙岐注曰：「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

以義理施於君臣，好禮者得以禮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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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道王於天下，此皆命祿，遭遇乃得居而行之，不遇者不得施行。……凡人

則歸之命祿，任天而已，不復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行義、修禮學知，庶

幾聖人，舋舋不倦，不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不謂命也。』」故阮元釋以「惟

其仁、義、禮、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 

 

 

 
 
 
 
 
 

 

 

 
 

 

 

 

 

 
 

 

 

 

 

 

 貮、申論題（每題 25 分） 

 一、老子之後，道家思想大致沿著哪兩個方向展開？請闡述之。 

 二、闡述理學與經學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