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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代揚雄與王充兩大思想家頗具批判精神，請先分別論述其思想內涵（10%），並指出其批
判特色（10%），最後綜論二者思想的異同（5%）。 
 

二、南北朝時期的佛教思想主要有般若和唯識兩大宗，請擇一詳述其在此時期的發展（5%），並
就其中選一代表性人物論述其思想特徵和影響（20%）。 

 
三、宋儒研習經書，瀰漫著濃厚的疑經改經風氣，請以實例說明其詳情。（25%） 
 
四、1796 年，章學誠將初刻《文史通義》中的〈易教〉、〈詩教〉、〈書教〉等篇，寄呈朱珪，附

函有曰：「近刻數篇呈誨，題似說經，而文實論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說經，以為有意

爭衡，此不足辨也。戴東原之經詁可謂深矣，乃譏朱竹垞氏本非經學而強為《經義考》以

爭名，使人啞然笑也。朱氏《經義考》乃史學之支流，劉、班《七略》、《藝文》之義例也，

何嘗有爭經學意哉！且古人之於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不避狂簡，

妄謂史學不明，經師即伏、孔、賈、鄭祇是得半之道。《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不

知有經史門戶之見也。」讀完這一段話，請先解釋「戴東原」、「朱竹垞」兩詞（10%），並
說明這一段話的涵義（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