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課程綱要

一,課程說明

《老子》一書被視為先秦一位名叫老聃的哲人之著作，老聃又被尊稱為老
子。傳說中的老子此人既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關鍵人物，他也扮演本土宗教道教最
重要的聚焦角色。有關老子的敘述有史實，也有神話，其人介於虛實之間。但抽
離掉老子這位人物的因素，一部中國文化史即無從談起。

同樣複雜的情況也見於《老子》此書，《老子》是先秦經典中，篇幅極短、
歧義極多但影響又極深遠的一部典籍。圍繞著此書，有關其作者、成書過程、理
論系統無不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解釋。晚近由於馬王堆及郭店皆出土過《老子》早
期的版本，同時也出土了大量的儒、道、雜家的史料，因此，我們對《老子》的
理解有可能可以比前人的理解邁進一大步。

本課程以閱讀《老子》本文為本，但會兼顧理論的內涵以及哲學史的意義。
在課程開始及結束時，會分別探討《老子》一書的背景及後世影響。學期結束後，
預計可以讀完《老子》全書，對《老子》一書的內容以及所謂的老子學派也可以
有個概括的認識。

二,指定用書：

陳鼓應譯注，《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三,參考書籍：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東大書局，200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1983）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1）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採講授的方式，以閱讀原典為主。

文字解讀為先，然後分析評論。

五,教學進度

參見上課進度表

六,成績考核

分平時考核與考試成績

一、平時考核，佔 30﹪

二、考試，分期中期末兩次，共佔 70﹪。



期末考試在事先徵求教師同意下，得以報告代替之。

七,講義位址

◎上課進度表：

周次 時 間 主 題 教 材

一 2月 19 日 簡介老子其人其書 講義

二 2月 26 日 兩種老子：黃老與老莊講義

三 3月 4日 柔弱謙下‧一

四 3月 11 日 柔弱謙下‧二

3、9、15、20、22、28、43、
44、67、76、77、78 等章

五 3月 18 日 工夫論‧一

六 3月 25 日 工夫論‧二

7、10、12、13、14、16、19、
47、48、52、59 等章

七 4月 1日 道論‧一

八 4月 8日 道論‧二

1、4、5、6、11、21、23、34、
39、40、42 等章

九 4月 15 日 期中考

十 4月 22 日 政治論‧一

十一 4月 29 日 政治論‧二

17、18、26、29、30、31、32、
38、49、53、54、57、58、60、
61、62、63、66、67、68、69、
72、73、74、75 等章

十二 5月 6日 烏托邦與陰謀 36、65、80 等章

十三 5月 13 日 語言 1、56、81 等章

十四 5月 20 日 對立的統一 2、11、28、41、45 章

十五 5月 27 日 老子之後‧一 文子 講義

十六 6月 3日 老子之後‧二 韓非子〈解老〉、〈喻老〉

十七 6月 10 日 老子之後‧三 莊子 〈天下篇〉

十八 6月 17 日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