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希望藉由思想史之整合性研究觀點，將戴震倫理思想形成的外在與內在因素加以分析

研究。

首章乃就本文性質提出研究觀點。第二章則就戴震倫理思想形成的外在歷史因素加以探討。

其中對戴震面臨政治與倫理觀念衝突時，提出思想理論予以對抗，而顯示外在環境對思想形成

與發展的影響力；其次由戴震明經所以明道之言，為繼承清初經學所以經世之觀念，致使透過

考證工夫而企圖達到明道與經世的目的，並以此目的來完足知識分子對社會之內在道德責任感；

至於戴震倫理思想中重要之天理人欲觀念，其成熟之社會條件，則藉由明代中期以來士、商關

係之轉變，以及對治生問題之重視，逐漸發展出對人欲之認同。第三章分別就戴震倫理思想所

具有之特性，逐一提出分析討論。對於戴震理欲觀所具有之特色，首先予以說明；其次，對此

理欲觀的理論性建構，主要是基於戴震對理氣觀之形上思想之認知基礎而發展出來。理氣觀之

轉變，並不自戴震開始，故本章乃就戴震可能依循前人之觀點，逐一將理氣觀發展之歷史中各

家觀點與戴震觀點相互參照比較，最後再由戴震之理氣觀與其人性論之間相互影響之關係，探

討其倫理思想之特性。第四章則從西方學人之研究分析中，探尋戴震倫理思想之政治性及社會

性涵義。第五章即分別就近代以來學者對戴震思想之批評與理解，從而顯示戴震思想於近現代

思想史上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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