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87141002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10	、訪客IP：3.85.245.194


  	姓名	
      	  孫致文(Chih-Wen Sun)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中國文學系
	論文名稱	
      	  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
      	   
	相關論文		★ 《文心雕龍》的「作者」理論	★ 《妙法蓮華經》「十如是」研究
	★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研究	★ 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
	★ 姚際恆研究	★ 劉寶楠《論語正義》研究
	★ 孫覺《春秋經解》解經方法探究	★ 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研究
	★ 毛奇齡《四書改錯》研究	★ 華嚴三祖法藏大師圓教思想研究
	★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研究	★ 莊子倫理學研究
	★ 中國古典詩論中的寫實概念－－以現代詮釋為研究進路	★ 《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
	★ 紀昀詩論研究	★ 明代春秋學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禮」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不但是個人內在德性之一，也是具體的外在行為規範；此外，「禮」又是國家、社會運作的模式。就此而言，「禮」的具體實踐，正可以兼具「內聖」、「外王」兩個層面。在探究朱子經世致用的「外王」的主張與成就時，朱子的政治經歷與議論固然是十分重要材料，朱子的禮學觀與他探究禮典的成果，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然而，最具體展現朱子《三禮》研究成果的著作──《儀禮經傳通解》，長久以來卻未受重視。本文即經由探究《儀禮經傳通解》一書，梳理朱子的禮學見解，探究此書在學術史中各面向的意義，並藉此揭舉朱子於「內聖」、「外王」兩個面向的成就。


　　在漢學、宋學爭勝的學術氛圍中，《儀禮經傳通解》未獲兩派人士的充分重視。但經由本文初步探究，我們認為：相較於以清儒以詳密考證見長的《禮》學研究成果，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在文獻考索、典章制度考據方面，確實有所不足。然而，清代學者投入大量心力於《儀禮》的整理、注疏與研究時，《儀禮經傳通解》成為他們學習、借鑑的對象。《儀禮經傳通解》的編纂體例與理念，為清代《儀禮》學奠下基礎。除了在文獻學方面的意義外，朱子解經時的許多觀點，也啟發了清儒對《儀禮》的理解。除了文獻學、解經學的意義外，《儀禮經傳通解》中的篇章、節目，也隱涵著現實意義，透顯出朱子藉由此書所展現的經世思想。而這一面向的意義，或許可以彌補學界長久以來偏重朱子心性義理學而造成的缺憾。


　　就學術史的意義而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是檢證清代「漢、宋」、「禮、理」兩組學術概念爭辨最佳的材料。本文也藉由朱子此一著作，對「漢宋之爭」、「禮理之辨」兩項學術課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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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總集、別集


《文選李善注》，〔梁〕蕭統編，〔唐〕李善注。影清嘉慶十四年鄱陽胡克家重刊宋淳熙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六版。


《文心雕龍注》，〔梁〕劉勰，黃叔琳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五版。


《公是集》，〔宋〕劉敞。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書館。


《張載集》，〔宋〕張載。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初版。


《二程集》，〔宋〕程顥、程頤。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一版一刷。


《藍田呂氏遺著輯校》，〔宋〕呂大臨等著，陳俊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一版一刷。


《張栻全集》，〔宋〕張栻著，楊世文、王蓉貴點校。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一版一刷。


《鶴山先生大全集》，〔宋〕魏了翁，影嘉業堂藏宋刊本，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蒿菴集、蒿菴集捃逸、蒿菴閒話》〔清〕張爾岐撰，張翰勳等點校。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一版一刷。


《日知錄（原抄本）》，〔清〕顧炎武撰，黃侃、張繼校勘。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再版。


《戴東原先生全集》，〔清〕戴震。影民國二十五年【安徽叢書】本。臺北：大化書局，1987年，再版。


《十駕齋養新錄》，〔清〕錢大昕。【皇清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段玉裁遺書》，〔清〕段玉裁，影清道光五年刊本。臺北，大化書局，1986年，再版。


《章氏遺書》，〔清〕章學誠。縮印民國十一年嘉業堂刊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版一刷。


《校禮堂文集》，〔清〕淩廷堪著，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一版一刷。


《雕菰集》，〔清〕焦循。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初版。


《揅經室集》，〔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一版一刷。


《癸巳類稿》，〔清〕俞正燮，影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癸巳存稿》，〔清〕俞正燮撰，虞萬里等點校。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刷。


《研六室文鈔》，〔清〕胡培翬。清光緒四年世澤樓重刊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評校足本）龔定盦全集》〔宋〕龔自珍。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初版。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清〕陳澧撰，楊志剛編校。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一版一刷。


《賓萌集》，〔清〕俞樾。影清光緒廿五年《春在堂全書》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一五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許廎學林》，胡玉縉。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初版。


〈陳蘭甫先生澧遺稿〉，默記輯。《嶺南學報》第二卷第二期（廣州：嶺南大學，1931年）。


玖．其他


《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楊蔭瀏。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一版，1994年四刷。


《律學》（第三次修訂版），繆天瑞。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年，三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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