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 
科號(Course No.)：10910CL 331000 
科目名稱(Course Title)：專書－荀子(Hsung-Tsu) 
上課時間(Time)：R789(星期四15:10-18:20) 
授課老師(Teacher)：祝平次 (ptchu@mx.nthu.edu.tw) 
學分(Credit)：3 
教室(Room)：人社院C402。 
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辦公室時間：星期二、四下午1:00-3:00或事先約定。 
辦公室：人社院B518 
辦公室電話：42742 
(本課程以線上遠距方式進行。)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在於知識內容的灌輸，而在於了解整個知識生產的過程，進而對
於知識內容與生產知識的體制產生批判的能力，並進一步促成新的知識的生成。因而
本課程目的，在於藉由《荀子》一書做為一個個案，一方面將《荀子》視為一種既成
的知識成果，一方面也帶入研究荀子的面向，來達成上述高等教育的目的。為了達成
這個目的，以完成修課同學的大學教育，對於教員與同學都需要主動學習的精神；尤
其是上課前的準備與課後的思索與討論。期待在這樣的環境上，能一起增進教者與學
者的知識。 
本課程主要學習的對象是中國戰國時期（403-221 B.C.E.）荀況（約316-237 B.C.E.）的
作品─《荀子》。他活躍於戰國晚期，在當時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由於他處在秦帝
國（221-207 B.C.E.）形成的前夕，所以他的思想內容廣闊，包涵了統治國家方方面面
的理論，例如如何富國、如何用兵。這樣的傾向和之前同被歸為儒家的孔丘（）、孟
軻（372-289 B.C.E.）有所不同，後面兩個人比較注重當時從政者（「士」或「君
子」）的個人修養。 
荀況對後世的影響，記載於《史記．儒林傳》。根據《史記．儒林傳》的說明，秦漢
時期的儒學經典傳授，多與荀況有關。而學者常認為他的思想與他之前思想家有很明
顯的互動關係，而有兼括綜合的傾向。這種傾向符合《荀子》一書的內容，而且也是
戰國晚期到漢代初期的思想傾向。就《荀子》思想的複雜度、深刻度與系統性而言，
堪稱為先秦時代的第一思想家。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期待修課同學能以關切的態度來
思考荀子所提出來的問題，亦即將《荀子》對人世的提問也當做對於現今世界的提
問。在這樣的思考下，來檢視辨證其中的那些想法已然過時，那些想法還值得我們參
考；並經由這樣的過程來增加對這一文本的理解。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本課程所使用的數位文本可以在不同網站取得： 

●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 
這是中研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因有詞性標記，可以進行比較複雜的句式分
析。 
（中研院另有中古、近代的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dkiwi/kiwi.sh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pkiwi/kiwi.sh） 

● http://ctext.org 
這是德龍（Donald Strugeon）個人所建置的網站，內容非常豐富，也慢慢在增
置各式各樣的文本分析工具。 

● http://hanji.sinica.edu.tw/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是建置最早的中文全文資料庫。在校內可以使用。 

三、參考書籍(References) 
● 李滌生，《荀子集釋》。台北：學生書局，2014。 
● 王先謙，《荀子集解》。台北：華正，1988。(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 
● 梁啟雄，《荀子柬釋》。台北：台灣商務，1983。 
● 牟宗三，〈荀學大略〉。收於氏著，《名家與荀子》。台北：台灣學生，1979
。 

● 陳大齊，《荀子學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9。 
●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台灣商務，1992。 
● Sato Masayuki 佐藤將之,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3). 
● 佐藤將之系列對於《荀子》的研究。 
● 政治大學哲學學報：荀子研究專號。 

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每週排三個小時的課程。除了第一週課程介紹與第二、三週概論由教師講授外
，每週先由同學報告閱讀心得，進行討論，然後進行困難段落的共同解讀。 

五、教學進度(Syllabus) 
以下進度，以週次為原則： 

1. (09/17) 課程介紹：內容與方法。 
內容：請參考以下課程安排。 
方法：這學期，我們將試者以不同的數位工具方法來進行對文本的探勘 ，以求
迅速觀察我們要研究的主題，擷取與匯整資料，來進行我們的解讀，並尋求自
己感興趣的題目，以便發展和完成自己的學期報告。 

○ freeplane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plane/）是一種心智圖軟體
，心智圖由中心點向兩邊以樹枝狀延伸。freeplane另外也可以於樹枝狀
展開的末端，再將數個分叉點綜合成一個，然後再開展。心智圖軟體的
這種特性，便於將人文學科所常用的分析、綜合、對比、對照、歸納、
演繹做一個圖式化的呈現，便於我們進行思考。 

○ CText.org的線上工具集：在此線上平台，可以很快統計文獻的n-gram頻
率、文獻之間的差異等等，並可以迅速製成圖表。(https://ctext.org/) 

○ MARKUS線上閱讀平台：把文本導入這個平台後，可以透過與漢典連接
，迅速查閱文本中的字詞。 

2. (09/24)《荀子》概論一：歷史背景與荀子生平。 
○ 介紹：人是時代的產物還是時代是人的產物，一直以來是人文學者爭辯
不休的問題。但如果先把這個大問題放置一邊，進入到特定人物的生平
來考察，會發現以上兩者情形都有。亦即人做為時代的行動者，既受到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dkiwi/kiwi.sh
http://ctext.org/
http://hanji.sinica.edu.tw/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plane
https://ctext.org/


時代環境的制約；又可以透過行動，來造成時代的改變。但若更具體來
講，兩者的互動的情況，又在人與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例如一個發明
紙的人和一個一生只靠勞力耕作維生的人對世界的影響就很不一樣；有
時，在時代和時代之間的差異也很大，例如，今天的時代常被認為是英
雄、聖人不再的時代，因為大的改變常常科技改變的結果，而科技又常
是集體的貢獻。荀況在他的一生中所經歷的時代是怎麼樣一個時代？他
的一生又受到這個時代什麼影響？面對這個時代，他又提出了什麼主
張？本次課程將探討前面兩個問題，下次則探討第三個問題。 

○ 閱讀並思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 問題： 

■ 你怎麼看時代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 你的看法與自身的經驗有關嗎？還是觀察別人的心得？ 

3. (10/1) 中秋節。 
○ 《荀子》概論二：荀子思想大略。 
○ 介紹：同上次課程。 
○ 閱讀並思索：司馬談《史記．論六家要旨》。 
○ 問題： 

■ 在你一生中，你曾遇見過很喜歡發表意見的人嗎？這些意見你認
為有沒有「大」「小」之分？亦即，言論的範圍是牽涉一狗、一
人、十人、百人、還是千家、萬國。 

■ 在你本身的意見中，內容牽涉範圍最多數人的是什麼樣的意見？ 
4. (10/8) 性惡論 

○ 介紹：「人是什麼？」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中常常被問起的問題。與此可
以對比的，「我是什麼？」也是一樣，所以古希臘才會有「認識你自
己」的名言。先秦的性論(關於人性的理論)、心論(關於人心的理論)，乃
至於德行論或德性論(關於德行與德性的理論)，可以說都是對前一個問
題的回答。這兩個問題雖然相關，但並不完全一樣，而其間的關係當然
也是另一個可以被討論的重點。如果說從《論語》到《孟子》的偏重點
，是從「德行」到「德性」的轉變，則荀子無疑是站在「德行」的觀點
，對於孟子性善的「德性」論的反擊。性的自然傾向如果是惡，那就只
有透過外加的教育或刑罰來加以矯正，或自身推動的學行來改善。其中
要注意的是對於善、惡的定義可三人可能有所差異。 

○ 閱讀並思索：〈性惡篇〉。 
○ 參考：歷代性論。 
○ 問題： 

■ 你認為人有所謂的本質嗎？你可以想到一個和這個問題相關的現
實問題嗎？ 

■ 你認為這個問題有什麼重要性？ 
■ 如果人真有所謂的本質，我們怎麼樣加以確定它的內容？ 
■ 荀子在〈性惡篇〉裡，他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5. (10/15) 心論。 
○ 介紹：相對於戰國中晚期「心」概念的突顯，在《論語》、《墨子》、
《老子》中心並不是特別重要的概念。《荀子》對於心概念的闡發，可
以說在先秦諸子中最為豐富。在〈解蔽〉一篇當中，則特別注意心大清
明的狀態下能發揮的功能，心的大清明功能讓心能夠知道、可道、守道
─亦即和心建立起一種正面的關係。相對於大清明的狀態，則心會處於
被蒙蔽的狀態。〈解蔽〉的主旨，就是在說明如何解開心的蒙蔽。 

○ 閱讀與思索：〈解蔽篇〉。 



○ 參考：先秦心論。 
○ 問題： 

■ 荀子認為蔽是什麼？蔽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解蔽？ 
■ 你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什麼蔽？這些蔽是如何形成的？你如
何解決？ 

■ 解蔽的目的在於讓心知道、可道、守道，而其最後的目的是什
麼？你能從解蔽裏找到這個目的嗎？如果要在其它篇章找到別的
目的，你認為應該要怎麼進行？ 

■ 你同意人都有荀子在〈解蔽〉篇裏所說的心的功能嗎？ 
6. (10/22) 名論(關於語言的理論)．一。 

○ 介紹：在西方，二十世紀可以說是語言哲學的世紀，關於語言的種種方
面有著多采多姿的爭議。到底語言和真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語言有其
自身的本質嗎？語言的功能為何？不只在哲學有所爭辯，語言本身也是
一種學科，而其學習也是心理學分支的一個重點。和現代的西方不同，
在戰國時代，由於為了增進內政與軍事（命令）的效率，利用文字
（法、令：文字的規定）進行政治控制的時代就改變了以禮樂為規範的
宗法封建制度，而語言的問題就顯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種重要性一方
面指向現實的語言功能的設計與討論，另一方面則指向名實問題。所謂
的名實問題，就是「名」（泛指語言，特指名詞，亦即命名的問題）和
「實」之間的關係，以及由「名」組成的語句、論說的問題。荀況在
〈正名篇〉裏展現出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論述「名」的形成，並透過名
的功能以及制名的要點，將之和「類」的概念以及禮來連結，展現了他
思想系統性極強的一面。做為先秦儒家的最後一個大師，他也回應了不
同學派關於名的論說。 

○ 閱讀與思索：〈正名篇〉。 
○ 參考：先秦名論。 
○ 問題： 

■ 想想看「語言」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各個面向的關係是什麼？或
語言在實際上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 我們在使用語言時，會遇到那些困難或問題？這些困難或問題如
何解決？ 

■ 你所認為的語言功能，和〈正名〉篇裡提出來的一樣嗎？那些一
樣，那些不一樣？ 

■ 荀子在〈正名〉篇裡，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 荀子對於語言的起源、目的、標準，你同意嗎？ 

7. (10/29) 名論．二。 
○ 同上 

8. (11/5) 學論(關於學習的理論)。 
○ 介紹：「學」字是《論語》中除了「子曰」以外，開篇的第一個字。
《荀子》的編纂者也將〈勸學篇〉放在第一篇，這並不是偶然，而是編
纂者認為荀子繼承了孔子對於「學」的重視。到底孔子為什麼重視
「學」？荀子又為什麼重視孔子所重視的「學」？兩人對於「學」的看
法又有什麼異同？在〈勸學篇〉裏，荀子以下面的話來強調學的重要性
：「學不可已，…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
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將人的一生和學密切關連起來。在篇
末並將學和其性惡論關連起來，點明了從涂（塗）之人成為像禹一樣的
聖人的具體途徑。 

○ 閱讀並思索：〈勸學篇〉 



○ 參考：《禮記．學記》、《禮記．大學》。 
○ 問題：從自己受教育的過程想想下面的問題；然後從〈勸學〉篇的內容
來回答這些問題。 

■ 人為什麼要學習？ 
■ 學習對你來講，意味著什麼？ 
■ 學習的內容是什麼？ 
■ 人如何學習這些內容？ 
■ 學習和教導的關係是什麼？ 
■ 〈勸學〉的內容和〈學記〉(參考資料)有什麼異同？ 

9. (11/12) 修身。 
○ 介紹：和《莊子．養生主》所說的「保身」、「全生」、「盡年」不同
，儒家的概念為「修己」或「修身」的「己」或「身」並不著重在肉身
，而比較是在與他人互動時有形的自我，而修身則著重在這種互動中不
斷累積自己的「德」。在〈修身篇〉、〈不苟篇〉中，荀況說了很多他
理想中的士是什麼樣子的，類似於《論語》中對於「君子」做為具有德
行之人的描述。但這些描述，在結構上並不連貫。也彰顯出「編纂」的
特色，亦即由不相連續的段落所組成。而在內容上，則顯出不一而足的
德行，這種德行論和現今西方恢復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傾向也有相似的
地方，亦即不將重點放置在普遍道德理論的構想，而放在特定社會環境
下之德行的思考。 

○ 閱讀並思索：〈修身〉、〈不苟〉。 
○ 參考：《禮記．儒行》。 
○ 問題： 

■ 什麼是一個理想的自我？ 
■ 如何達到這種理想？ 
■ 你對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行為抱持什麼樣的態度？這種態度和自己
的現實生活的關係是什麼？和別人對自己評價的關係是什麼？ 

■ 你覺得〈修身篇〉、〈不苟篇〉對上面三個問題的回答是什麼？ 
10. (11/12) 期中心得報告週：請利用本週完成你的心得報告或收集期末報告需要完
成主題的材料。 

11. (11/19) 榮辱。 
○ 介紹：〈榮辱〉和〈修身〉、〈不苟〉一樣，包括了一些主題集中或不
集中的段落；但就內容而言，〈修身〉、〈不苟〉（有所為有所不為）
可以說是一個人對於自我和自己關係的界定，〈榮辱〉卻是外於自我對
於自我的界定。〈榮辱〉篇的最後幾段，也和怎麼從性惡到聖王的心的
抉擇有關，亦即對於心如何選擇「利」有關。〈仲尼〉則是對於國君、
人臣處事的一些評斷。自我的構成，常常是在不斷地累積自我評價與他
人對自我的評價而成，而兩者也有一些關聯。當時代變化以後，外界對
自我評價的標準常常也會有所不同。例如，〈仲尼〉大致上來講，都是
對於當時的主政階層（國君、人臣、士）的意見，和我們這個時代對於
不同階層、群體、職業別的想像都有所不同。 

○ 閱讀並思索：〈榮辱篇〉、〈仲尼篇〉。 
○ 問題： 

■ 想想看外在對自己的評價和自己行為有什麼關係？ 
■ 外在評價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加在自己身上？ 
■ 你對外在評價完全接受嗎？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 外在評價和社會秩序有什麼關係？ 
■ 如果要你評價一個人，你會怎麼進行？ 



■ 〈榮辱篇〉中對於榮辱有什麼看法？ 
■ 〈仲尼篇〉中對於人應該怎麼和社會互動？ 

12. (12/3) 儒者與他者。 
○ 介紹：在《論語》中，孔子教導他的弟子怎麼面對「人不己知」的狀
況、也對於「名」有所講述，亦即自我在和外界進行互動的時候一些可
能的狀況。但人除了會受到外界的評價，也會對外界進行評價，或對外
界的評價提出自己的回應。除了會為自己提出回應，也會為自己所屬的
群體提出回應。在《孟子》中，儒者能不能「將有利於吾國乎」，是一
個重要的問題。荀子也在〈儒效〉篇提出儒者為什麼有助於治國，彰顯
出做為儒者一分子的立場；而這種立場在〈非十二子〉中，則以對其它
學說批判的情形出現。這種對於文化的某個部分進行較全面性的批判，
是文化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常常會出現的現象：總結過去，定位未來。
〈非十二子〉常常相提並論的是《莊子．天下篇》與《史記．太史公自
序》中的論六家要旨。 

○ 閱讀並思索：〈儒效篇〉、〈非十二子篇〉。 
○ 參考：《禮記．儒行》、〈正論〉。(《莊子．天下篇》、《史記．太史
公自序．論六家要旨》。) 

○ 問題： 
■ 荀子認為一個儒者的效用，有那些重點？ 
■ 你認為〈儒效〉和〈非十二子〉兩篇有什麼關聯？ 
■ 就你所知，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對其他諸子評論公允？為什
麼？ 

■ 〈非十二子〉篇和荀子對於道的看法有何關係？ 
■ 你認為在你的身邊有沒有一些儒者型的人物？或者，你想像中的
現代儒者會是什麼樣子？他們和社會、政治的關係又是如何？ 

13. (12/10) 天論。 
○ 介紹：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脫離自然環境影響的過程，例如
有了冷暖氣就可以脫離自然氣候溫度對人的活動的限制。但在遠古的時
代，自然的力量對人類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對於自然的崇拜或這些力
量的具體象徵的崇拜，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先秦時代，這樣
的力量曾以「天」做為代表，例如在《墨子》中就大談「天志」。但荀
子卻重視掌握天揮行的規律，不將它視為是掌控、決定人類發展的重大
力量，而是人類可以運用它以達到人類生活的目的。這樣的看法在先秦
時代，可以算是傑出的，也是較為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但這樣的
看法是否會發展成為人定勝天或是與自然共存互養，則是另一個問題。
整體來看，可以說在天人關係這個議題，荀子是從人的方面來看，而不
是直接就這個關係來談論，畢竟那時候對於自然世界的理解與現代相比
，是非常地少。但我們現在對自然世界的總體理解又有多少呢？這樣的
理解又會怎麼影響我們對未來作為呢？這些在〈天論〉中被問的問題，
對於我們來說，仍然是必須被重問的問題。 

○ 閱讀並思索：〈天論篇〉。 
○ 問題： 

■ 你認為茫茫宇宙中，真有一種主導萬物運行的力量嗎？為什麼你
會這樣認為？ 

■ 你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會影響個人對自己生活與國家事務
運作的看法嗎？為什麼？ 

■ 你贊成荀子在〈天論〉中所持的意見嗎？為什麼？ 
14. (12/17) 禮樂論。 



○ 介紹：接下來的課程，我們要討論《荀子》的群論。「群」的概念是荀
子社會哲學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用來定義善惡的基點。這個概念是荀子
對於人類社會存續原因的解釋，而這個概念的具體化就是荀子的禮論；
再進一步，就是荀子治國的主張。而在理論的層次上，群論又和類、名
的概念相關，可以說是荀子系統化思想體系最豐富的展現。簡略來講，
荀子認為群的能力是人類之所以能在自然環境競爭之下存活的原因，而
能群的基礎又在於群體內部秩序的維持，而這種秩序的維持即在內部資
源的合理分配。荀子將這種合理分配的系統稱之為禮。有了這種合理分
配的系統，群體內部的每個成員就能滿足自己「應得」的資源而得以維
生或享受生活，因而群體就可以持續性的存在，因為群體的存在和個體
的存在的要件是一致的。 

○ 閱讀並思索：〈禮論篇〉、〈樂論篇〉。 
○ 參考：《史記．禮書》、《史記．樂書》、《禮記．樂論》。 
○ 問題： 

■ 在你日常的生活中，你感覺到那些社會規範、學校規定、國家法
令？你覺得它們的作用是什麼？它們達到了它們被設置的目的了
嗎？ 

■ 荀子認為禮的起源是什麼？你同意荀子對禮的起源的說法嗎？ 
■ 如何維持一個團體的存在、維持一個團體的運作，並達成一個團
體存在的目標？ 

■ 你平常聽音樂嗎？為什麼聽？為什麼不聽？ 
■ 你認為音樂對你有什麼影響？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15. (12/24)治國．一。(羣論：關於人如何成為一個羣體的理論。) 
○ 介紹：和《論語》和《孟子》的師生對話體不一樣，在《荀子》中，荀
子基於群論而來的治國方針相對來講，要具體得多。從理想的制度
（禮、王制）到理想的君主、臣下，如何富國強兵，荀子都有所議論，
也是我們以下三週的主題。 

○ 閱讀並思索：〈王制篇〉、〈君道篇〉。 
○ 參考：《禮記．王制》、《論語》、《孟子》。 
○ 問題： 什麼是理想的政治？在〈王制〉篇裏，荀子從各方面來探討他心
目中的理想政治。這種種對於理想政治的構想，是否也適合用在台灣的
例子上？另外，人治還是法治，一直是管理思想上的一個大問題。荀子
一方面強調禮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也強調「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
這個禮拜我們閱讀的三篇，則是他從管理階層不同的身分來論說「人」
的問題。閱讀後，請各位思考下列問題： 

■ 你認為什麼是一個群體的領導人物需要要什麼人格特質？ 
■ 你認為一個群體的領導人物應該要考慮那些事項，以利群體的永
續經營？ 

■ 你認為荀子是主張人治，還是主張法治？你自己呢？在管理一個
團體的事務上，你認為人的因素比較重要，還是法的因素比較重
要？ 

16. (12/31)治國．二。 
○ 閱讀並思索：〈臣道篇〉、〈致士篇〉、〈富國篇〉。 
○ 參考：《孫子》。 
○ 問題：比起《論語》、《孟子》，荀子做為一個儒家所提出的治國理論
，要具體得很多。在閱讀本週四篇指定讀物後，請思考下列問題： 

■ 你認為就一個國家的生存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事務？ 
■ 怎麼樣處理好這些事務？ 



■ 荀子對於管理一個國家事務的大的分類是那些？這樣的分類符合
我們現在的中央政府的部會規畫嗎？ 

17. (01/07)治國．三。 
○ 介紹：同上。 
○ 閱讀並思索：〈彊國篇〉、〈王霸篇〉、〈議兵篇〉。 
○ 問題： 

■ 荀況學派在這些篇章中提出什麼問題？ 
■ 他們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 你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和回答有什麼樣的評價？ 

18. (01/15)期末報告週。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 期中心得報告(50%)：就每週課程主題，選擇五個，完成五篇對荀子思想的心得
報告，每篇字數800字以上。 

● 期末研究報告(50%)：就荀子的內容，完成一篇研究報告，字數4000字以上。本
研究報告，不必參考研究文獻，而重在對於原始文獻利用CText.org的工具集進
行的分析與統計，然後引導延申出自己的結論。 

● 報告抄襲者學期成績以E級分計。 
● 除非經過授課教師書面同意，不得將同一分報告做為本課程與其它課程的共同
作業使用。 

七、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ke-cheng-zong-biao/xunzi 

(請隨時注意網站更新。) 
● http://lms.nthu.edu.tw/course/32936 
● http://tinyurl.com/pingtzuchu 
●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my-forms（本網頁的子網頁有
和一般學習相關的資料，以及和研究論文學作相關的簡報檔。）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ke-cheng-zong-biao/xunz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