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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一）計畫中文摘要 

唐代經學自《五經正義》及《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孝

經》諸經義疏撰定之後，義疏之學乃呈現凝滯之狀態，終唐之世，未見再

有重要之義疏著作。唐代科舉，明經科以《五經正義》等經疏為考試之依

據，《新唐書．選舉志》云：「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

答時務策三道。」可見應明經試者須熟讀經疏。明經科出身者，人數眾多，

常為進士科之數倍甚至十倍。此外，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後，進士
科亦須試帖經。明經、進士科出身者，日後成為唐代官吏之主要成員，且

多有文集行世。此類士人，其熟讀經書之後，經書對其影響如何，其對於

經學之見解又如何，實為值得探討之問題。若能就唐代文集中與經學有關

之資料加以考察，當可見出唐代經學中注疏之學以外之另一層面。 
本計畫擬就今所能見之唐代文集，全面加以考察、分析，以瞭解其經

學見解及其與注疏之關係。除個別文集之外，後人所編之《全唐文》、《全

唐詩》等總集，亦為擬參考之資料。此外，唐代文集中對於經書有補亡之

作，其補亡之動機、思想、成效如何，亦擬加以探討。 
本計畫若能如期完成，當有助於對唐代經學之情況作進一步之瞭解。 
 
關鍵詞：唐代經學、唐代文集 

（二）計畫英文摘要 

Aft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yishu義疏 of canons like Wujing zhengyi 
and Zhouli, Yili, Gongyang, Guliang, Xiaojing, the study of yishu義疏 still 
remains stagnant. Towards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there is no other important 
work in the form of yishu義疏 to be found. The candidates sitting for the 
mingjing 明經 disciplin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ang dynasty is 
examined according to Wujing zhengyi and other commentaries of canons. It is 
also recorded that in order to sit for the examination in the mingjing明經
discipline, the candidates must learn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canons by heart.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in this category is normally ten times as much as 
those who take the examination in the jinshi進士 discipline. Moreover, after 
681(Tang Gaozong, Yonglong second year), candidates sitting in the jinshi進
士 discipline have to be tested of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Those 
successful candidates of mingjing明經 and jinshi進士 disciplines thereafter 
become important imperial officials, and most leave behind collection of 
writings 文集. How does the classics influence these officials wh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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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What are their opinions of canonical 
studies? These are issues worth looking into. If we could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f all materials related to canonical stud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writings 
in the Tang period, it is possi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another stratum of Tang 
canonical studies other than commentary studi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give an all round study and analysis of all 
existing Tang Collection of Writings, looking particularly into the area of 
canonical studie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ommentaries. Besides individual 
collection of writings, collections like Chuan Tangwen全唐文 and Chuan 
Tangshi全唐詩, are also included in our area of research. Furthermore, Tang 
Collection of Writings functions as supplement to the canons, what are the 
motive and ideology behind these works and their effects are also to be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project would contribute tremendous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anonical studies in the Tang period when accomplished. 

 
Keywords: Canonical studies in Tang period, Collection of Writings in 

Tang period 
 

二、報告內容 
（一）研究目的 

唐代經學之研究，以往多著重於對《五經正義》、《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孝經》諸經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等書之研究，此

外，亦論及啖助、趙匡等人之《春秋》學，然對於散見於唐人文集中之經

學資料，則尚少作較全面之整理。唐代科舉考試中，明經科出身者人數眾

多，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後，進士科亦須試帖經。明經、進士科出

身者，日後成為唐代官吏之重要成員，且多有文集行世。此類士人，其熟

讀經書之後，經書對其影響如何，其對於經學之見解又如何，實為值得探

討之問題。若能就唐代文集中與經學有關之資料加以考察，當可見出唐代

經學中注疏之學以外之另一層面。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研究之目的，即在就今日所得見之唐人文集中，全面加以考

察、分析，搜集其與經學有關之資料，以瞭解其經學見解及其與注疏間之

關係。除個別文集外，後人所編之《全唐文》、《全唐詩》等總集，亦為參

考之重要資料。 
（三）文獻探討 

以往學者對此一領域，亦嘗有所探討。如林慶彰先生撰有〈唐代後

期經學的新發展〉（原刊《東吳文史學報》第八期，一九九○年三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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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大陸學

者張躍撰有《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四月。另簡體字版書名為《唐代後期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

年十二月出版），張育敏撰有《唐代後期古文運動與經書關係之研究》（東

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五年五月）。以上諸項之研究成果皆

有可參考之價值，唯其重點較側重於唐代後期之經學情況，本研究則擬就

唐代文集中之經學資料作較全面之考察，以期對唐代經學有更進一步之瞭

解。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分析及歸納之方法，即先對原始資料作搜集、分析，再

進行總結歸納，並參考前人之研究成果，期能得出較客觀平允之結論。 
（五）結果與討論 

經由本計畫之研究，可知唐人文集中實蘊藏極豐富之經學資料，舉

例而言，如《劉禹錫集》中載有〈辨易九六論〉一篇，批評孔穎達《周易

正義》之說。另《柳河東全集》中載有〈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則批

評劉禹錫，謂劉氏輕信董生之說，誤以為董說勝於孔氏《正義》，實則董

說即在《正義》之中，實無以異孔氏也。由此例可略考唐人對《正義》之

態度。又如《白居易集》中載有〈補逸書〉一篇，補《尚書》〈湯征篇〉；

皮日休《皮子文藪》載有〈補周禮九夏系文〉，由此可考見唐人對經書補

亡之思想。他如權德輿《權載之文集》中載有〈明經策問〉，由此可以推

考唐代明經科考試中「問義」之部份情況以及注疏在唐代科舉考試中被運

用之情形。凡此皆有助於對唐代經學作進一步之瞭解。 
對於中國經學史之研究，唐代經學尚屬較少受關注之範圍，本計畫

之研究針對唐人文集中之經學資料加以探討，所論恐仍不夠全面，日後對

唐代經學之研究，仍有待作進一步努力。 
 
三、參考文獻 

Ａ.專書 

1.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一九五五年 
2. 經學歷史 清皮錫瑞 臺北：河洛圖書公司影印周予同注本 一九

七四年 
3. 中國經學史 （日）本田成之 臺北：廣文書局 一九七九年 
4.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 臺北：學海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5. 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 李威熊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

八年 
6. 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 林慶彰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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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隋唐五代的儒學──前理學教育思想研究 程方平 昆明：雲南教育

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8. 中國儒學史（隋唐卷） 許凌雲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

八年 
9. 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 張躍 臺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10. 宋初經學發展述論 馮曉庭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二○○一年 
11. 舊唐書 後晉劉昫等 臺北：鼎文書局 一九七九年 
12. 新唐書 宋歐陽脩等 臺北：鼎文書局 一九七九年 
13. 通典 唐杜佑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 
14. 唐會要 宋王溥 臺北：世界書局 一九八二年 
15. 登科記考 清徐松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四年 
16. 唐代政教史 劉伯驥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一九五八年 
17. 初學記 唐徐堅 臺北：新興書局影印本 一九六六年 
18. 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一九八一年 
19. 玉海 宋王應麟編 京都：中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20. 封氏聞見記 唐封演 臺北：世界書局 一九六三年  
21. 唐語林校證 宋王讜著 民國周勛初校證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

八七年 
22.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編 臺北：臺灣華文書局 一九六五年 
23. 毗陵集 唐獨孤集 臺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一九六五

年 
24. 陸宣公集 唐陸贄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25. 權載之文集 唐權德輿 臺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一九

六五年 
26. 權文公集補遺 唐權德輿 臺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一

九六五年 
27. 韓昌黎文集校注 唐韓愈 臺北：河洛圖書公司 一九七五年 
28. 柳河東全集 唐柳宗元 北京：中國書店 一九九一年 
29.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 臺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 一九六

五年 
30. 白居易集校箋 唐白居易著 民國朱金城校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一九八八年 
31. 劉禹錫集箋證 唐劉禹錫著 民國瞿蛻園箋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一九八九年 
32. 李遐叔文集 唐李華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

九八三年 
33. 蕭茂挺文集 唐蕭穎士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九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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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皇甫持正文集 唐皇甫湜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九八三 
35. 李文公文集 唐李翱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

九八三 
36.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

九八三 
37. 司空表聖文集 唐司空圖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一九八三 
38. 韓愈研究 羅聯添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八八年 
39. 韓昌黎思想研究 韓廷一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一年 
40. 韓愈研究 鄧潭州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41. 經書傳統 平岡武夫 東京：岩波書店 一九五一年 
42. 東洋思想研究 本田濟 東京：創文社 一九八一年 

  Ｂ.學位及單篇論文 

1. 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論略 章權才 《學術研究》一九九○年第二期 
一九九○年四月   

2. 隋唐經籍及義疏之學的探討 李威熊 《孔孟學報》四十八期 一

九八四年九月 
3. 唐代經學思想變遷之趨勢 汪惠敏 《輔仁國文學報》第一期 一

九八五年六月 
4. 試論唐代儒學的復興 楊蔭樓 《齊魯學刊》一九九○年第三期（總
第九十六期） 一九九○年五月 

5. 唐代儒學復興與學術史的研究 盧鍾鋒 《廣東社會科學》一九九○
年第四期（總第二十六期） 一九九○年十一月 

6. 唐代後期經學的新發展 林慶彰 《東吳文史學報》第八期 一九

九○年三月 
7. 唐代經學中的新思潮－評陸淳春秋學 劉光裕 《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一九九○年第一期 一九九○年二月 
8. 論啖助學派 劉乾 《西南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

九八四年二月 
9. 唐宋時代的經學思想－《經典釋文》、《十三經正義》等書所表現

的思想體系 楊向奎《文史哲》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一九五八年  
10. 韓愈思想論析 王幼華 《孔孟月刊》第二十八卷二、三期 一九

八九年十、十一月 
11. 理學的先導－韓愈、李翱 董金裕 《中國書目季刊》第十六卷

第二期    一九八二年九月 
12. 論語筆解試探 王明蓀 《孔孟學報》第五十二期 一九八五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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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從論語筆解中探討韓愈的哲學思想 徐涵墨 《清華學報》十六卷

一、二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14. 柳宗元思想研究 方介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
年六月 

15. 李習之研究 王能傑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

七年六月 
16. 劉禹習研究 張肖梅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年
六月 

17. 劉夢得研究 張長臺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二年

六月 
18. 權德輿研究 金時俊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六五年

六月 
19. 皮日休與晚唐儒學 王國軒 《孔子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一

九八九年     
20. 杜詩と詩經 芳原一郎 《大東文化大學創立六十周年紀念中國學

論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21. 「詩之序義」考－古文復興運動の一面にふれて   坂田新 

《中國古典研究》第二十號 一九七五年一月 
22. 風雅の傳統と白詩 竹治貞夫 《德島大學學藝學部紀要》〈人文科

學〉第二卷 一九五三年二月 
23. 中唐における新儒學運動の一考察 稻葉一郎 《中國中世史研究》 

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 一九七一年八月 
24. 中唐の新春秋學について－創始者啖助の學を中心に 《彥根論

叢》第二四六、二四七合併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25. 啖、趙、陸らの春秋學とその周邊 島一 《立命館文學》第四三九

－四四一合併號 一九八二年三月  
26. 柳宗元の明道文學－陸淳の春秋學との關係 戶崎哲彥 《中國

文學報》第三十六冊 一九八五年十月 
27. 白樂天の補逸書 平岡武夫 《東方學報》（京都）第十七期 一九

四七年十一月 
28. 劉禹錫の思想樣式の一特徵 阿部兼也 東北大學《集刊東洋學》

第三十五期 一九七六年 
29. 柳宗元の文學作品に見る合理主義的側面の交錯 松村真治 《中

國文學報》第二十二期 一九六八年四月 
30. 讀皮子文藪 本田濟 收入《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摸索》 創文社 

一九七六年  
31. 皮日休の「補周禮九夏系文」について 愛甲弘志 收入《中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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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研究》（小南一郎編） 一九九五年三月 
 
四、計畫成果自評 

原計畫擬就研究所得撰寫論文一篇，經進行研究之後，已將成果撰寫論文

稿一篇，大致符合預期之目標。論文稿對唐代文集中所見之經學見解加以論述，

所論或有助於對唐代經學之瞭解。日後擬再詳細加以修、改補充後再送交學術刊

物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