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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經學博采錄》 

蔡長林∗

提  要 

相較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之廣受注意，桂文燦的《經學博采錄》則顯得失

色許多。但如果從對研究清代中葉以降經學與學術的價值來看，桂氏之書誠有其

不可忽視的價值。因為此書可說是乾、嘉、道、咸四朝的經學采風，也可以做為

乾、嘉學術慣性的重要記錄。就內容而言，主要是對以許、鄭為基礎的漢學活動

之采錄，可謂四朝之經學提要；就地域而言，除了江、浙、安徽與京畿等傳統勢

力地區之外，兩廣、福建、江西、兩湖、雲貴、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

同樣湧現出許多研治漢學的學者；就學者而言，除了廣為吾人熟知的重要漢學家

之外，桂氏更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而終身執守漢學的經學家；至於就漢學的擴

散途徑而言，桂氏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暗示了漢學與科舉考試以及學校教育不可

分割的密切關係。從思想史的大敘事來看，道、咸以降，世局漸變，講今文學；

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考據學的勢力，即使到民國建立，仍不稍衰，更不用

說仍在乾、嘉學術慣性下的道光、咸豐年代。由桂氏此書，可以看到思想史敘事

與學術史實之間的落差；其意義，誠為治經學與經學史者，亟待補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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