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以清乾嘉至道光前期的揚州學派儒者──汪中、淩廷堪、焦循與阮元為研究對象。內

容上主彰顯清代儒學與宋明理學的異質性，雖然理學在清代仍為官學，但學術的成就上卻不足

以為代表，反倒是戴震與揚州儒者們的義理論述，才堪稱是清代儒學的中堅。

清代儒學的特色，其一是以「實事求是」此一嚴謹的態度對經學範疇進行較為周全的考證，

較為特別的是，還涉及到往昔諸儒們向來陌生的數學、天文等領域。

又，在人性論上，揚州儒者則是以自然人性與現實為出發點，除肯定人性之中本具有「情」

和「欲」外，焦循更提出人禽之別在於「智」性，而非「德」性，與現代社會普遍的思想一致。

第三，因關注現實，是以重視「禮」為核心的相關制度，從揚州儒者的論述中可知其有趨

向現代的社會意識與群體觀念，而不似理學較著墨於個人涵養。以上之概述，可視為揚州學派

在學術上的「前現代」特色。

本書繼而分析揚州儒者的思維方法，主要延伸自上述所探討的環節。首先，從具現實性的

思維下，建構出迥異於理學的正統儒學。另，探討因以「氣」為本體義的思想，進而展現重智

的思維。又，當時歐洲較先進的天文數學知識東傳之後，包含揚州儒者在內知識階層，形成「西

學中源」觀，咸以為中國儒學乃掌握最根本的價值義。此一觀念之形成，則與「氣化」的連續

性思維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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