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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上•課程綱要

一,課程說明

《四書》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當代學者只要列出最底必讀國學書目，《四書》

總是列名其中。《四書》之所以重要，除了本身的理論內涵外，它也有思想史的

意義。儒家的經典原本以《五經》為主，南宋以後，則由《四書》取而代之。儒

家核心的經典從《六經》到《四書》，此事不但在儒家思想史上是關鍵性的，就

經典詮釋學而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事件。

本課程包含四個面向，一為經典詮釋的理論；一為《四書》內部的核心義；一為

理學詮釋系統下的《四書》；一為東亞儒學史的詮釋脈絡。《四書》是部古老的

典籍，本課程希望將此書放在開放性的當代詮釋視角以及東亞觀點下定位。

二,指定用書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鵝湖出版社）

陳榮捷注釋，陳淳，《北溪字義》（台北：學生書局）

楊儒賓，《經學即理學》（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待出）

三,參考書籍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

陳逢源，《朱熹與四書集注》

四,教學方式：討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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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佔 70﹪。

七,講義位址：中文系教師休息室



◎上課進度表：

時間 主題 教材

一
9 月 14 日

導論 講義

二
9 月 21 日

思想史上的孔子 胡適〈說儒〉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
三

9 月 28 日
經典的概念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徵聖•宗經〉

四
10 月 5 日

《六經》的意義 耶斯培〈軸心時代〉

班固《漢書•藝文志》
五

10 月 12 日
儒家思想史上的《論語》 子安宣邦〈如何讀論語〉

六
10 月 19 日

「周孔」與「孔顏」 楊儒賓

七
10 月 26 日

「仁」的解讀 楊儒賓，屈萬里

八
11 月 2 日

孟子的性善論 楊儒賓

九
11 月 9 日

《中庸》論述：「誠」 楊儒賓、杜維明

十
11 月 16 日

期中考

十一
11 月 23 日

《中庸》論述：中和問題 楊儒賓

十二
11 月 30 日

《大學》的全體大用之學 楊儒賓

十三
12 月 7 日

體用論 島田虔次

十四
12 月 14 日

「字義」論述：道與理 陳淳、戴震、伊藤仁齋

十五
12 月 21 日

「字義」論述：人性論爭 陳淳、戴震、伊藤仁齋

十六
12 月 28 日

詮釋學與經典(一) 演講•講義

十七
1 月 4 日

詮釋學與經典(二) 演講•講義

十八
1 月 11 日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