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錢學」成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術界的一門顯學，它所形成的背景及原因值深入研究。錢

鍾書先生是位學問淵博、智慧過人的學者，在不同的時代氣候下，俱有擲地有聲的著作，而且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代裏，完成了《管錐編》鉅作，這部書融合中國典籍及西方經典

為一爐，它將一個「母題」（Motif）在中國文化典籍中所呈現的意義或引申意義，做全面性的詮

釋，其中涉及文字、聲韻、訓詁等學問的解說，在這個基礎加以批判及申述，往往引用了中西

方不同語言的解釋，加以歸納及分析，由點、線、面多方面旁徵博引，呈現「七度空間」的悠遊，

語出獨見，言現妙論，中西融匯，合成一爐。

本論文以《管錐編‧老子王弼注》為討論的核心，從錢先生針對《老子王弼注》一書，深

入他在「文化大革命」其間完成《 管錐編》的情境，從中顯現他受《老子》的人生哲學影響，

及想與黑格爾的「奧伏赫變」(Aufheben)媲美的心境。本論文擬分五章加以討論：

第一章緒論。針對「錢學」研究論題的動機及方法，分別就收集的材料，對於大陸地區及

大陸以外地區的研究成果，先做研究成果的評價，從中顯示出「錢學」的發展、研究方向及議

題的討論等問題，並陳述文獻材料收集的過程。

第二章錢鍾書個人背景的分析。針對錢鍾書個人背景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及其生平、著作、

師友及學術淵源做深入的分析，從中明瞭他的學術思想。

第三章錢鍾書的方法論。就方法論的角度說明他對於研究的方法及對比較文學、翻譯及他

個人所使用的學術用語等問題的討論。

第四章《管錐編》思想分析以《老子王弼注》為主。以《管錐編‧老子王弼注》為討論的核心，

就哲學思想、倫理思想及文字、訓詁、修辭等三個角度來闡述《管錐編》全書的「母題」意涵。

第五章結論。就《管錐編》討論的「母題」做出結論，並對於研究的成果不及之處加以檢

討及提出一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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