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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臺灣地區在經學論著的蒐羅

整理最具成果。自民國 78 年（1989）林慶彰

教授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出版，收

錄民國元年（1912）至 76 年（1987）間經學

相關論著目錄後；接著在 84 年（1995）出版

《續編（1988-1992）》， 91 年（2002）出版

《三編（1993-1997）》，預計今年（2007）12 

月將出版《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8 - 2002）》

第四編，上列諸書皆由漢學研究中心印行。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先後印行林慶

彰教授主編的《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分別刊行於 82 

年（1993）與 84 年（1995）。 95 年（2006）

中研院文哲所出版林教授與蔣秋華教授共

同主編的《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1901 - 

2000）》，可與《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

（1900 - 1993）》並稱為瞭解二十世紀

清代經學研究狀況、經學專題書目

的雙璧。

林慶彰教授從事經學研究多年，

著述等身，提倡經學研究不遺餘力。尤為學

界稱道的是二十多年來帶領研究生孜孜矻矻

的編纂經學論著目錄，不僅培養了不少編纂

工具書的人才，也引導研究生鑽研經學，定

期發行《經學研究論叢》，鼓舞並切磋研究

經學的各類課題。蔣秋華教授，臺灣大學中

國文學博士，現任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專研經學，學術著述豐富，是與林慶彰教授

共同推動國內經學研究風氣的舵手。

清代學術以經學和史學的研究為主。

關于清代學術和清代經學的分期與派別，前

人有種種看法，自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

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奠定清學

研究的基礎。接著有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

學術史》、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皮

錫瑞的《經學歷史》等，各有見解。三年

前（2004 年）孫欽善先生在〈清代考據學的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

與《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

瞭解清代經學研究的雙璧

丁原基 ◎ 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

晚 清 經 學 研 究 文 獻 目 錄
（1901-2000）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
中研院中國文哲所/9510
865頁/26公分/950元/精裝
ISBN 9789860070415/016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11月號．21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與《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瞭解清代經學研究的雙璧

分期和派別〉（見《中國文化研究》， 2004 

年）一文，認為經學與考據學雖不能劃上等

號，但彼此關係極為密切。孫先生將清代考

據學分成四期：第一期為清初期，包括順、

康兩朝，特點是漢宋兼采。第二期為清中

期，主要包括乾、嘉兩朝，作為過渡，雍正

朝亦可劃入，此期為考據學高峰。第三期為

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豐、同治諸朝，

和光緒 25 年（1899 年）甲骨卜辭發現之前，

此期的特點是經今文學重新興起，傾向于經

古文學的正統考據學的絕對優勢受到挑戰。

第四期為清末，即光緒 25 年（1899 年）甲骨

卜辭發現以後，甲骨卜辭和敦煌遺書等出土

文獻新資料的發現，受到學者的重視，開始

與傳世文獻結合進行研究。這是從文獻的角

度，析分清代學術的發展，頗能反應考據學

的發展現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近年於經學方

面的研究，成果斐然，該所對於清代經學研

究的分期如何？林慶彰教授云：「經學的研

究，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清初的九十年

間，是批判宋明學的時期，研究的重點在重

新檢討當時流傳的經學是否為孔門真傳，或

為後人之假借、依託。清中葉的九十年間，

是藉考證經書中之文字音義典章制度，來直

探經書本義。由於這一段學者的研究方法，

是從考證入手，所以有『考證學派』之稱；

又因他們標榜『漢學』，被稱為『清代漢

學』。晚清的九十年，公羊學派興起，學者

思藉著公羊的義理來改造或拯救那搖搖欲

墜的社會，可惜無功而退。經學遂走入衰

微的命運。」（《乾嘉學術論著目錄‧自

序》）。

林教授以「晚清九十年」作為「晚清經

學」的發展時期，與王國維所云的：「國初

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

近似。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收錄研

究乾嘉學術的相關專著和論文條目，計 3480

條。分四編，第一編為清代學術通論。第二

編為乾嘉學術通論，其中吳、皖派與揚州

學派獨列。第三編四庫學，分成「四庫全

書」、「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

目」及「目錄與工具書」四部分。第四編乾

嘉學者分論。分論部分，以乾嘉學者生卒年

為序，起於顧棟高（1679 - 1759），終於馬國

翰（1794 - 1857）。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收錄研

究晚清經學的相關專著和論文條目，計 9570

條。上編為晚清學術通論，分成：一、概

述；二、知識分子；三、經世思想；四、經

學；五、理學；六、鴉片戰爭與儒學；七、

洋務運動與儒學；八、太平天國與儒學；

九、戊戌維新與儒學；一○、辛亥革命與儒

學；一一、西學東漸；一二、中體西用；

一三、新學；一四、國粹與國學；計 1075

條。下編為晚清經學家分論，仍然以經學家

生卒年為序，始於龔自珍（1792 - 1841），終

於劉師培（1884 - 1919），計 8495 條。明顯地

反應 20 世紀的學者於晚清經學的研究，多以



22 ．書拿到人的手中，就是活的 ◆ 杉浦康平

經學家為研究主題，同時多集中於龔自珍、

魏源、曾國藩、王韜、張之洞、王先謙、孫

詒讓、廖平、嚴復、張謇、辜鴻銘、康有

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王國維、劉

師培諸家。

由兩編所收的「學者分論」，如從生卒

年觀察，實在難以區分宜列入那個時期才稱

適當；如上引馬國翰（1794 - 1857）與龔自珍

（1792 - 1841），從生卒年看，馬氏較龔自珍

無論生年或卒年都晚，然馬國翰被歸入「乾

嘉學者」，龔自珍被歸為「晚清學者」，不

知者或許認為兩本書目的編輯態度有失嚴

謹，其實這正是從馬、龔兩家的學術態度與

成就來區隔。

蓋馬氏精於輯佚，承乾嘉學風之餘韻；

龔氏則是引導晚清為學以《公羊》義為本，

力闢煩瑣之虛談，提倡經世致用之實學的先

驅，因此列於晚清經學第一人。這種掌握清

代學術的變遷，除了以時間為序，並注意地

區學派及學風的發展，劃分專題，將相關目

錄分別排列，不僅反應研究成果，也揭示清

代經學的內涵，正是兩編書目的精神；類目

析分，展現出編纂者的學養功力，亦即是學

者專家編纂書目的卓識。因此，《晚清經學

研究文獻目錄》與《乾嘉學術論著目錄》，

所收內容各有重點而又有互補；分開使用是

掌握各期學術發展的特色，合起來檢索又能

較全面認識清代學術的發展。因此筆者稱此

兩編為「雙璧」。

大家都知道，編輯目錄是件極艱辛的

工作，這種有利於天下人做學問的工作，若

不是有著對學術研究的高度興趣與熱誠，是

很難堅持的。這從許多專科書目出版後，少

見續編即可證知。林教授以其過人的毅力，

感召一批批的研究生追隨編輯經學書目，所

編輯的各類書目品質，利於學者採用，早已

有口皆碑，本文不擬贅述。今更欣見蔣秋華

教授參與主持《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的

編纂，則未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哲學研究

所，在編纂經學論著目錄，勢將更具廣度與

深度；站在經學研究的制高點上，必能使臺

灣成為全球研究儒家經典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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