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經筵」是一種專為教育皇帝而設的特殊教育制度，正式確立大約在宋仁宗朝，此後歷元、

明、清諸朝，由盛而衰，逐漸流於形式而衰微。自宋代以來至清代，凡在經筵中為皇帝講讀經

史之侍讀學士、侍讀、侍講及說書等，皆稱為「經筵官」，此官為儒臣之榮選，乃至清要顯美

之官。經筵官除了為帝王講讀經史之外，還能在進講之時，帶入自己的理論思維，以影響皇帝，

同時還能夠利用制度之便，經常性地在皇帝面前論述政事得失，進而影響皇帝的決策。

近代以來針對帝王經筵教育的「制度」方面，大陸學者做了不少研究，其最著者當屬朱瑞

熙，唯學者們多集中於「制度層面」的探究，對於文獻本身的討論與研究卻少有著墨。近年來，

在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先生與蔣秋華先生的號召與帶領之下，臺灣東吳大學

陳恆嵩先生、臺灣師範大學金培懿先生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大型的經典帝王學的研究，於此同時，

也陸續開始有學者以經筵講義為文本，來進行學位論文與單篇論文的研究。有鑒於此，筆者在

過去研究《尚書》的基礎之下，就經筵制度發展完備的宋代，以「宋代經筵《尚書》講義研究」

為題，對於宋代經筵《尚書》講義進行文獻的蒐集、分析與探究，同時兼及相關的經筵制度

探討，以完成本論文之撰述。

本論文計分七章：

第一章緒論。分就論文選題、研究現況與研究步驟進行敘述。

第二章宋代經筵制度之建立。自宋以前之侍講官的出現論起，至北宋、南宋的經筵制度的

發展為止，就歷代經筵制度的形成過程，做斷代式的描述與分析。

第三章宋代經筵《尚書》講義之內容與特點。分就宋代經筵《尚書》講義內容進行述要、

分析宋代經筵《尚書》講義之進講篇題、《尚書》經筵講義之解經方式以及宋代經筵《尚書》講

義之特點。

第四章就史浩的《尚書講義》進行專題析論。得出史浩《尚書講義》除一般《尚書》講義

之特色外，尚有二大特點：一、以理學解經之傾向，二、著重先內聖後外王的修為。

第五章分別析論經筵與宋代政治運作之關係、經筵相關活動與政策諮詢及《尚書》講義與

宋代《尚書》著作之間的交互關係。

第六章就經筵講官理想實踐之二例、以《大學》解《尚書》──對帝王內聖外王思維的形塑、

以《中庸》解《尚書》──對人君修身治國之道的影響等三部分，提出筆者的研究見解。

第七章為本論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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