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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提要



本文以「《尹文子》之研究」為題，共分六章進行論述。



第一章　緒論



本章敘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使用版本、研究方法之說明，此為交待本篇論文的切入角度及其所側重討論的主題。另外亦總結前人研究成果，並加以分析整理，指出其不足之處。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重新審視建構《尹文子》一書的思想內容，給予《尹文子》公允的評論，此正是本篇論文所欲達成的理想目標。



第二章　尹文與《尹文子》之關係



主要在探討《尹文子》一書的思想性格取向，除了澄清前人視《尹文子》一書為偽作的看法，並還給它稷下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原貌外，也是為了替後續的研究立場鞏固基礎，並為研究視域定下標竿。首就尹文所處時代加以考察，以明其在稷下學宮所從事的學術與政治活動，復次針對《尹文子》一書在歷代書志所載之變遷流傳情形加以考證，及分別處理《尹文子》與其序文問題以破除偽書之看法，並提出研究尹文思想學說當以《尹文子》為主要文本依據之看法。



第三章　《尹文子》名學理論



本章主要針對《尹文子》核心思想名學理論做一梳理，以期對《尹文子》的名學思想作一次較為全面深入探究並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首先對《尹文子》之前的先秦名學思想作一梳理，以更能廓清《尹文子》名學思想的淵源及其所受的影響。復次對《尹文子》名與道、名與形、名與分及名與法四個主題作進一步的探討，以完整呈現其名學理論體系。



第四章　《尹文子》政治思想



研究《尹文子》名學理論時，應同時探求其名學思想潛藏的最終目的---如何治理國家並實現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故本章就《尹文子》名學理論下所開展的政治思想加以探究。首先就政治最高指導原則「道治」做一說明，並論述「法不及道」與「法治勝於人治」之觀點。復次闡述《尹文子》所主張之治國方法與具體內容，最後則討論其對君臣與君民關係之看法，以呈現《尹文子》政治思想理論。



第五章　《尹文子》在先秦思想中之定位及理論得失



本章主要在釐清《尹文子》在名家之地位及與先秦各家之關係以衡定其在先秦思想史中之定位，並見其理論之得失。首先提出《尹文子》為上承鄧析之脈，下啟公龍子之學，在名家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是以名家為本位，兼融諸家學說，為中國古代法理學大家之著作的看法。並針對《尹文子》名學理論與政治思想做一檢討與批判，指出其理論之貢獻與缺失，進而給予較客觀之評價。



第六章　結論



針對各章提出綜述與結論，並展望《尹文子》未來之研究發展。
	關鍵字(中)	
      	  ★ 《尹文子》
★ 尹文
★ 名家
★ 名學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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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書》　郭沫若　群益出版社　1947年4月


《子學新探》　蒙傳銘　廣華書店　1978年10月初版


《孔孟荀哲學》　蔡仁厚　台灣學生書局　1999年9月五刷


《公孫龍子形名發微》　譚戒甫　中華書局出版　1996年2月三刷


《公孫龍子研究》　龐樸　木鐸出版社　1982年6月初版


《公孫龍子與名家》　蕭登福  文津出版社  1984年10初版


《中國古代哲學史》　胡適　台灣商務書局印行　1986年3月六版


《中國古典哲學範疇概念要論》 張岱年  北京新華書局  1989年初版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4年12月


《中國名家》　張新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6年11月初版


《中國名學》　虞愚　正中書局印行　1968年11月台二版


《中國百位哲學家》　黎建球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4年1月再版


《中國政治思想史》　劉澤華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初版


《中國政治思想史》　薩孟武　三民書局印行　1984年9月增補四版


《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　聯經出版社　1982年增訂版


《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　侯外廬主編　人民出版社　1957年3月第一版


《中國思想（三）：墨家、法家、邏輯》　宇野精一主編　林茂松譯者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7年11月初版


《中國哲學十九講》　牟宗三  台灣學生書局  1999年9月八刷


《中國哲學史》第一冊　任繼愈主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199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


《中國哲學史》　孫開泰、劉文雨、胡偉希著　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12月初版


《中國哲學史》＜先秦卷＞　歐崇敬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初版


《中國哲學史》　鍾泰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3月初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　商務印書館　1987年影印版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張岱年　三聯書店出版　1982年第一版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　馮友蘭　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1年12月初版


《中國哲學思想史》　羅光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2年11月增訂重版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二）　唐君毅　台灣學生書局　1986年10月全集校訂版


《中國哲學論集》　陳榮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4年8月初版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先秦篇》　顧俊　木鐸出版社　1980年3月一版


《中國邏輯史資料選．先秦卷》　中國邏輯史研究會資料編選組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年11月第二次印刷


《中國邏輯史》（先秦卷）　李匡武主編　周云之、周文英副主編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年11月第1版


《中國邏輯史》（先秦）　孫中原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一版


《中國邏輯思想史》　汪奠基　明文書局　1993年12月初版


《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輯　汪奠基　仰哲出版社


《中國邏輯史教程》　溫公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7年4月第二次印刷


《中國邏輯資料選》　中國邏輯史研究會資料編選組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二次印刷


《古史辨》（六）　藍燈編輯部　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76年版


《古史辨》（四）　藍燈編輯部　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76年版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梁啟超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1982年11月台七版


《古籍辨偽學》　鄭良樹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6年8月初版


《白馬非馬──中國名辯思潮》　龐樸　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1年12月初版


《先秦文史資料考辨》　屈萬里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3年2月初版


《先秦名家「名實」思想探析》　李賢中　文史哲出版社　1992年8月初版


《先秦名家與名學》　陳孟麟　水牛出版社　1998年初版


《先秦名學七書》　伍非百　洪氏出版社　1984年2月初版


《先秦兩漢文化傳承述略》 汪延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年1月初版


《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　張運華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啟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80年6月初版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王叔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2年5月初版


《先秦道家思想研究》　張成秋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1983年12月二版


《先秦齊學考》　林麗娥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992年2月初版


《先秦諸子批判》　杜守素　民國叢書第三編　上海書店據作家書屋1948年版影印


《先秦諸子思想研究》　李玉潔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第一版


《先秦諸子學》　嵇哲　乾齋書屋　1966年6月初版


《先秦諸子學五種》　余家菊等著　鳴宇出版社　1980年5月初版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三　錢穆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2月


《先秦辯學史》　郭湛波　中華印書局　1932年10月初版


《先秦邏輯史》溫公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5月初版


《名家與荀子》　牟宗三　台灣學生書局　1994年8月初版五刷


《名學與辯學》　崔清田主編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年11月初版


《名辯學新探》　林銘鈞、曾祥云　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0年10月初版


《名辯學論》　周云之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6年9月初版


《老子的哲學》　王邦雄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8月九刷


《青銅時代》　郭沫若　文治出版社　1945年3月初版


《周秦諸子概論》　高維昌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978年7月台二版


《重考古今偽書考》　顧實　上海大東書局  1926年版


《春秋戰國時期觀念與思維方式變革》　丁禎彥、吾敬東　湖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3年1月初版


《莊子天下篇述義》　馬敘倫　龍門聯合書局　1958年6月初版


《莊子天下篇校釋》　譚戒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1979年8月初版


《莊子哲學》　蔣錫昌　民國叢書第四編之六　上海書店　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


《莊子義證》　馬敘倫　民國叢書第五編之六　上海書店　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


《莊子學案》　郎擎霄　民國叢書第四編之六　上海書店　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偽書通考》　張心澂　民國叢書第三編之四十三　上海書店　據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影印


《黃老學論綱》  丁原朋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二次印刷


《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　高流水、林桓森等譯注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3月初版


《智慧的歡歌．先秦名辨思潮》　周山　三聯書店　1994年11月初版


《絕學復甦》　周山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齊文化概說》　王志民主編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3年1月第1版


《經子解題》　呂思勉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996年5月台二版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勞思光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8月增訂八版


《新譯尹文子》　徐忠良注譯、黃俊郎校閱　三民書局印行　民85年1月初版


《諸子十家評議述要》　王鵬基　藝文印書館印行　1967年7月訂正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　廣文書局　1988年11月第一版


《諸子考索》　羅根澤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8年2月第一版


《諸子考釋》　梁啟超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1976年9月台五版


《諸子通誼》　陳鐘凡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1929年5月四版


《諸子通考》　蔣伯潛　正中書局印行　1984年8月台七版


《諸子論略》　尹桐陽　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1975年3月初版


《諸子學述》　羅焌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年9月台景印初版


《諸子學要纂》　蔣伯潛　正中書局印行　1988年10月台初版十二刷


《諸子學概要》　吳康　正中書局印行　1982年9月台五版


《稷下鉤沉》　張秉楠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1年5月初版


《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　胡家聰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初版


《稷下派之研究》　金受申　鳴宇出版社　1980年5月初版


《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　白奚　三聯書店　1998年9月北京初版


《實用理則學》　陳大齊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1953年版


《墨家哲學》　蔡仁厚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3月三版


《韓非子的哲學》　王邦雄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3月六版　


《儒道之間》　王邦雄　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2六版


《讀諸子札記》　楊家駱主編　世界書局　1962年10月初版


《邏輯指要》　章士釗　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書店據時代精神社　1943年版影印


二、學術論文


（一）學位論文（首依「篇名筆畫」，次依「作者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尹文子考＞　蒙傳銘　民國48年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先秦名家「名實」思想探析＞　李賢中　民國79年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漢魏晉名學思想探析＞　王廣鈞　民國90年台北市立應用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期刊論文（首依「篇名筆畫」，次依「作者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尹文子《大道》篇思想之解析＞　陳復　中國文化月刊　1994年6月


＜《尹文子》中「道」、「名」、「法」思想的探究＞　郭梨華　哲學與文化23卷第9期  1996年9月


＜《尹文子》非偽析＞　周山　學術月刊　1983年10月


＜《尹文子》並非偽書＞　胡家聰　《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　1992年3月


＜尹文黃老思想與稷下“百家爭鳴”＞　胡家聰　《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　1994年3月　


＜今本《尹文子》名學思想初探＞　牟本江　中國國學25期　1997年10月


＜名家之研究＞　郭為　高雄師院學報　第十期　1982年4月


＜名家的歷史地位＞　周慶華　中原文獻　第廿一卷第一期　1989年1月


＜宋尹心理主義名辯方法的研究＞　紀玄冰　中國科學　第1卷第2-4期 1950年11月


＜周文解體與先秦諸子對禮樂價值的思索＞ 李正治　《鵝湖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  1996年5月


＜《管子．心術上、下》等篇非宋鈃、尹文遺著辨---兼說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的影響＞　祝瑞開　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3月


＜論尹文＞　謝祥皓　齊魯月刊　1983年3月


＜論宋尹學派形而上學的思想特徵＞　潘富恩　施東昌　復旦學報1980年5月


＜戰國時代的名家＞　王夢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四十四本三分　1972年10月


＜稷下人物考辨＞　孫以楷　齊魯月刊　1983年2月


＜稷下學創建於齊威王初年考辨＞　孫開泰　《管子學刊》1994年第一期


＜稷下學概述＞　劉蔚華　齊魯月刊　1983年1月


＜辨析名理的名家＞　張其昀　文藝復興月刊　第一○二期　197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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