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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提要


第一章、「緒論」：此章概略說明劉寶楠的生平背景，以及《論語正義》的成書過程。其次則檢討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及缺失，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論天道與人性」：本章則探討劉寶楠於《論語正義》中所建構的天道觀，以及劉寶楠對於人性的看法。於此其中，不僅可以看到清代學術的特色外，並且可以發現劉寶楠表達其經世致用的理論架構之基礎。


第三章、「論仁」：本章則說明劉寶楠於《論語正義》中，所建構的仁學理論。劉寶楠十分強調，每個人必須實踐具於人性中的善端—仁性，而此實踐的過程即是「行仁」、「為仁」。而行仁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實踐成己成物之道的過程，而隱含其中的意義，便是劉寶楠經世致用思想的展現。


第四章、「論禮」：禮在《論語》中的份量，僅次於仁。在劉寶楠的理論架構中，禮為行仁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原則與規範。劉寶楠在疏解《論語》中關於禮的篇章時，都謹守著一個重要的原則—「中庸」。劉寶楠不僅強調個人修身必須朝中庸的方向、原則之外，更特別的是，他強調君子治民也必須以中庸為原則。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劉寶楠仍是將禮朝向經世致用的方面去思考、詮釋。


第五章、「論孝」：劉寶楠認為，作為一個初步的成己成物的實踐，孝對個人自身而言便是「成物」。其中，行孝的過程，其實就是「仁」的實踐。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卻必須依「禮」而行。因此，「孝」可說是「仁」與「禮」的具體展現，同時也是成己成物的初步實踐。


第六章、「結語」：此章綜合說明劉寶楠《論語》學中「經世致用」的理論架構，從而具體表現其經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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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傑：〈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收入《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台北：東大書局，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初版


王更生﹕〈從論語蠡測孔子的天道思想〉，《孔孟月刊》，第十九卷第一期，民國六十九年九月


朱維錚：〈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一文，收入《中國哲學第十八輯》（湖南：岳麓書社，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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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葦航：〈揚州學派經世致用思想論述〉，收入《清代揚州學術研究》，台北：學生書局，二○○一 年四月初版


張壽安﹕〈程瑤田的義理學﹕從理到物則〉，《漢學研究》，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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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三分，一九九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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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紹戶：〈劉寶楠《論語正義》評述〉，《建設》第二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五年十月


封恆：〈劉寶楠《論語正義》之特性〉，《藝術學報》第四十期，一九八六年十月


陸曉華：〈論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訓詁方法及特點〉，（收入《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第十九卷第二期，二○○一年三月


楊向奎﹕〈讀劉寶楠《論語正義》〉（收於《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頁2076〜2096，後又收於《清儒學案新編•寶應學案》，山東﹕齊魯書社，一九九四年三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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