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旨在探討乾嘉道時期揚州顯宦學者阮元（1764〜 1849）的學術成就，共分七章。第一

章說明清代學風的演變，及近年來學界研究阮元的成果。第二章從阮元的生平與交遊圈，了解

他的學術趨向與活動的背景。第三、四章分析阮元學術的核心—考據學，內部成就主要表現於《揅

經室集》中，他由考據以明古學，詮釋古代的器物、制度、水道、金石，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

行政工作，發揮學術經世的效用，並由訓詁究文字本義，追求儒家學說的原始觀念，闡揚漢學

家的義理；外部成就為編纂《皇清經解》、《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等工具書，嘉惠

士子。第五、六章論述阮元在文史方面的成績：史學方面，編纂《疇人傳》、《國史儒林

傳稿》、《廣東通志》、《雲南通志稿》、《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彙刻《文選樓叢書》、搜

羅《宛委別藏》等，皆有保存文獻之功，學術經世之意；文學方面，提出文言說、文筆說，主

張詩文皆須根柢經史，重視文選學，由形式與內容來批判桐城派之古文，建立揚州派注重駢

文之理論，他撰寫的詩文即為對其文學主張的實踐，編纂《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發幽

闡微，宏揚教化。第七章結論，綜述阮元在學術上的成就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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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嘗與胡秋原先生各自編選清季中國思想史資料。語及當以清季何人為

開山，胡先生曰：阮元。余則舉龔定庵對。胡先生頷首曰：亦可。自後各行

所是，而余則由是知重阮元。清道光三年，定庵為芸臺撰六十周年年譜序，

括其生平業績為十目，曰：訓詁、校勘、目錄、典章、史學、金石、九數、

文章、性道、掌故等學，曰察吏、撫字、訓迪、武事、治賦、治漕等政。全

篇瓌瑋莊嚴，壽人而無諛辭，余由是始知胡先生之識見，因盡讀芸臺書。 

劉女士德美於芸臺著作寢饋甚深。近示其研究所得，將付梓人。劉女士

博搜海內外有關芸臺之論文專著，於芸臺學術，闡述評論，言人之所未言，

致吾無間言矣。僅就芸臺之「訓迪」事業，略抒鄙見。 
昔年曾侍棲霞牟宗三先生於東坡山房，縱論及於政治。牟師據孫文政權

治權之說，衍為政道治道兩觀念，以為中國歷史有治道而無政道。政道者，

政權交替之道也。治道者，國民參政之道也。自漢以後，有察舉、科舉之制，

人民得自社會而入政府。唯政權所在，限於一姓之世襲。遇有暴君弱主，政

綱紊亂，權臣篡之，巨盜攘之，夷狄侵之，歷史乃有一治一亂之循環。今後

必須行民主制度，掌政權者，出於人民之選舉，受民付託者，有一定之任期。

才能之士，可以脫穎於選票，國家乃可長治久安云。余服膺師說甚久，然世

界經兩次大戰以後，新國筍拔而起，皆為民主政體，國家元首由人民選舉，

法令由民意代表創建。若於諸國中，求一富強康樂者，無有也。國內戰亂頻

仍，議員愚妄無識，元首庸懦貪鄙，人民仍為政變所苦。余因為之困惑甚久，

乃有「三道」說之擬議。三道者，政道、治道以外，尚須加一道，曰「世道」。

何謂「世道」？社會文化發展之道也。蓋人才出於社會，社會正常，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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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正常。人才正常，則政治乃可正常。欲求社會正常，須謀社會文化發展

之正常。何者正常？曰：依人道為正常。「人道」之義，何人闡之？如何闡之？

曰：恃乎民間教育之獨立自主。我國自宋而下，民間書院漸起，至明而極盛。

書院皆有名儒宿學主之，以闡明理學、砥礪品行為教。滿清入關後，禁士子

論政，摧殘書院，改為官辦，使為討論時文之所，儒學之慧命竟絕，社會風

氣隨而日墮，無復生氣矣。清臣風格，遠遜於明。 
阮芸臺之撫浙、督粵也，創詁經精舍及學海堂，學生所業，不出儒家經

籍，當時似無轉移風氣之效，然而詁經有俞樾，章炳麟其弟子也；朱九江出

學海堂，康有為其弟子也。康、章二子，影響於後世者如何？豈出於芸臺當

年所料哉？抗戰時，馬一浮居復性書院，每憾有久存之佛寺，而無久存之書

院，亦以挽救世道之必待於民間學塾也。由是觀之，定庵舉「訓迪」為芸臺

勳業之一，洵為卓識。吾人今日研究芸臺之學，寧可不敬乎。 
余讀劉女士之文，深佩其用力之勤，而述「三道」之觀念於此，亦以芸

臺之創書院，有功於「世道」。尚祈讀劉女士之書者，讚嘆之餘，亦能有感於

斯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婦女節 
陸寶千序於臺北市外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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