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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义理观之研究》

内容概要

学术界对于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儒家义理之学存在着种种甚为相异的描述与解释，本论著之
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关键词所反映的核心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清代乾嘉时期儒学的义
理观问题。全书分七章，并附有乾嘉义理学者年表和主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分析的句库。
第一章陈述此课题的主要文献，研究的意义，说明采用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的依据，并
对全书的论述结构作简要提示。
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气”“心”“性”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分析来把握儒学之义理观的理由
，再比较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意义和在哲学观念上的意义，确定适用于五个关键词的共同的意义类
型；接着选择用作统计对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库，并根据句库统计不同时代的文本
中五个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分布频度。
第三章展示根据句库所作之统计分析的部分成果。数据库显示的统计分析表明：以戴震为代表的学派
确实建立了自己的新义理观，它既不同于“六经”、孔、孟，也不同于汉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结
果。统计还表明，乾嘉时期汉学家主要的义理学著作体现的义理观也不尽相同。
第四、第五、第六章将统计结果与文本分析对应，对戴震提出的新义理观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讨论
戴震以后这种新义理观的某些变化，即：凌廷堪的“以礼代理”，阮元的性命说与仁论，以说明新义
理观在乾嘉时期变化的内在逻辑。论证在戴震学术思想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认
为：戴震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
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同老、庄、释氏以及宋
儒之间存在的性、欲之辨，由无欲、遂欲之辨而来的重行与重知之分辨，由于对性的看法的不同导致
重学重礼与“复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
，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而凌廷堪与戴震对于“性”与“心”的意义的理解存
在明显差别：二者皆是从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质论性，有时“性”字也表示人的仁义礼智之性；但戴
震特别强调人性中的认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论述。戴震从心知之能来论心，而廷堪则就其对于
具体之事情而生恐惧好恶之情来说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为普遍规则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
认知功能，将去蔽求知的对象即指向“实体实事”中的具体的理，以此达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
定了礼后面的普遍之理及个殊之理，就只能把礼作为道德实践之中心，也就是“以礼代理”。阮元对
于“心”的了解是对戴震、凌廷堪的一种折衷：他对心的悦理义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时也从其
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七情说心，因此，主张用礼治心。阮元与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质论性
，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时有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五性的说法；同时，阮元也提及心知之
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为礼后面的形上价值的地位，也不主张普遍的天理和气的宇宙论；所以，阮元
不再把“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际关系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价值；这是对廷堪
礼意论的一个补充，使得“以礼代理”的理论下的仁与礼的关系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
第七章论述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
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
、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
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
并不是只为学术而学术。最后从戴震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
嘉新义理学的局限。
由于全书的分析是建立在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核心观念的不同的意义类型在从儒家经传一直到阮元的
著作等二十余种儒学的代表性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的计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统计是本研究
的经验基础，故将例句分析作为全书附录，它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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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对于乾嘉义理之学的种种不同的描述与解释　二、关键词意义类型的计量研究方
法　三、本书的论述结构第二章　儒家义理之学核心观念意义类型的演变　一、五个核心关键词及不
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文献的选择　二、五个核心关键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确定　三、句库的
建立及部分统计结果第三章　乾嘉新义理学的统计证据分析　一、乾嘉义理之学没有回到六经、孔、
孟之原旨：与原始儒学的对比　二、乾嘉义理之学具有不同于汉代儒学的意义结构　三、取消形而上
层面：不同于宋明理学　四、乾嘉义理之学是儒家义理之学的新形态　五、乾嘉新义理观的不同类型
及其演变方向第四章　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戴震的新义理观　一、戴震的论学主张、计划、成
就与义理观的联系　二、从《原善》到《孟子字义疏证》　三、从对老、庄、释氏以及宋儒的批评看
戴震的义理观　第五章　形而上及抽象之“理”解体的结果：凌廷堪的“以礼代理”　一、“以礼代
理”的提出　　二、识礼习礼的“慎独”“格物”论　　三、礼之大原与性论　四、礼文与礼意第六
章　阮元论性命与仁　　一、阮元的义理学论著　　二、阮元与戴震及凌廷堪的同、异　三、性与命
　　四、仁论第七章　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　　一、理学经典诠释的被攻击及新的学术
形态的义理之学的要求：反对“舍学问空谈义理　”　二、致用之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延续及其用思方
向的转向　三、考证学风与经世精神用思转向影响下的新义理学的理论特色：自然主义的性论与重　
学重礼　四、从论学主张上看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参考文献附录　　一、乾嘉义理学者年表　二、主
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例句分析　（一）儒家经典与《荀子》　（二）汉代儒学三种　（三）宋
明理学三种　（四）清代儒学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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