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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  文  提  要


《三字經》有「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之句，其中文中子即是王通，一位隋代思想界的異數。隋唐時期的思想發展中，屬佛學最顯精采，王通卻另闢蹊徑，以申明周孔之道為己任。其有別於當代流行的義疏之學，一方面繼承北朝儒學的精神並能轉岀自我特色。王通學思深具時代色彩，身處南北政治分裂、文化對立之時，他提出力行王道、三教可一、續統正名諸說；並拳拳服膺儒道，亟欲效法孔子之行；又以時變事異而作《續六經》，非常時期的非常作為，讓歷代學者對於王通產生極大不同的評價與爭議，此其間也正透露出王通之學的特殊性。


本論文之目的旨在通過儒者經世的角度來探討王通的思想並析論意義與價值。儒者經世行動與儒家經典本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經世的方式而言，漢代儒者開創通經致用的特殊型態。梳理王通傳世的可靠著作《中說》之後，可知其學乃賡續漢儒通經致用之風，因《書》以論皇極大中，因《易》而講時變通權，其思想之根基多受儒家經典啟發而來。更認為時變事異，類《春秋》以著《元經》，藉以闡發王道政治思想，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另外，進而求用於世，退而著述立言的行動，也是另一種經世風貌的展現。因為儒者的經世抱負雖要看能否得君行道，若是時不我予，亦可退而隱之，擔任以德化人、教化於民間的角色。了解到這一點，我們方能深入王通遠紹周孔、講學民間、著作《續六經》所展現的經世行動與背後所蘊含的經世精神。其以經史之學對時代潮流的再做適應與調整所開創出來的河汾之學，實深具時代意義。
	關鍵字(中)	
      	  ★ 王通
★ 中說
★ 文中子
★ 河汾之學
★ 經世
★ 通經致用
★ 續經	關鍵字(英)	
      	  ★ N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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