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學經典導讀：

介紹復旦大學的一門通識教育課

郭曉東 *

復旦大學

2005年，復旦大學的部分青年教師自發開設了「國學經典導讀」

與「西學經典導讀」兩門通識教育科目。�其中「國學經典導讀」分

上、下兩個學期，分別向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上從先秦至隋唐，以及

從唐宋至現代的兩個歷史時段中能夠代表中國文化傳統與文化精神的

一批經典巨著，這門課至今已完整地上了兩輪共四個學期，有收穫也

有不足，特在此作簡單的回顧與檢討。

「國學經典導讀（上）」共十四講。第一講選讀的是《禮記‧學

記》，用意在於告訴學生為學的重要，使之立志向學，這也可視為「國

學經典導讀」的一個整體性導言；第二講選讀的是《禮記‧曲禮》，本

講希望告訴學生，在日用常行之中，應如何合「禮」地為人處世、待人

接物。在此基礎上，第三、四講選讀《論語》，第五講選讀《孟子》，

直接將孔孟之道教授給學生，以建立一個整體學問之根基；然後第六

講《荀子》，第八講《周易》，第九講《春秋公羊傳》，將儒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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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思想向多個面向拓展開去；第十講《天人三策》則體現了儒家思想

對具體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與回應。除了儒學的內容之外，我們還選

讀了道家的經典作品《莊子》（第七講）、中國佛學的經典代表《五

燈會元》（第十四講）、中國史學的經典作品《史記》（第十一講）與 

《漢書》（第十二講），以及中國文學批評的經典作品《文心雕龍》 

（第十三講）。

「國學經典導讀（下）」亦是十四講。第一講選了韓愈的《原

道》，它是中國傳統思想在唐宋之際轉型的代表作品。第二、三、四、

七講則以宋明道學思想為主，分別選讀了《近思錄》、朱子的《大學 

章句》與《中庸章句》，以及王陽明的《傳習錄》，可以說這是中國

後一千年思想的主流。第五與第六講選讀了王安石、蘇軾、程顥與朱

子等論學論政的一批奏議書信，以進一步拓展宋儒為學為政之基本思

想。第八、九、十講選讀了明清之際的三位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與

黃宗羲的史論與政論著作，第十二、十三、十四講則分別選讀了龔自

珍的《春秋決事比答問》、張之洞的《勸學篇》和梁漱溟的《東西文

化及其哲學》，前者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際儒者的反思與檢討，後兩者

則是在面對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儒者的思考與回應。

此外，《四庫全書》作為清代學術的代表，我們在第十一講還選講了

部分《四庫提要》。

毫無疑問，從上述選讀內容看，這門課的特色是鮮明的，即以中

國傳統思想之主流儒學作為我們教授給學生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並

不意味著我們完全唯儒是從，《莊子》、《五燈會元》等入選足以表明

我們不是狹義的儒家原教旨者。就入選的文獻看，有兩個特點值得一

提：首先，我們將經學文獻引入到我們的教學視野，這在一般的通識

教育課上絕少看到。在我們看來，經是常道，代表著我們文化中恆常

不變的精神，是大經大法所在，不知經，則無以見中國文化的博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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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因此，對以傳承文化作為主要目的的通識教育而言，必須讓學

生通過對經的閱讀，來認同我們的文化，並從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我們選讀的文獻中含有較強烈的現實關懷。大量的史論與政

論，無不是先賢在面對種種現實問題時而作出的與時俱進的回應。對

這些文獻的學習，可以讓我們的學生明白，經典的學習從來不是與現

實脫離關係的，通經之後，還必須要致用，不如此，則無以見我們文

化之高明與悠久。

當然，前面的陳述只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理念，在具體的操作過程

中，之所以選擇這本書而不是那本書，則有許多現實的制約。孫向晨

教授在〈經典導讀　―　一門通識教育課的嘗試〉一文中，已經介紹了

我們這一系列課程的一個教學模式，即團隊合作教學的方式，而不是

一個教師一個學期上到底。這樣，使得我們所選擇的每一講，都基本

上可以找到符合其學術背景且學有專長的不同系科的教師來講授。然

而，因為我們的教學團隊是自發的，同時，也因為我們的這種教學模式

與現有的教學管理模式並不完全兼容，這使得從某種意義上說，參與者

的教學活動帶有很大程度的義務性。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們團隊的人員

是有限的，我們有限的團隊事實上無法涵蓋傳統經典的所有方面，這

使得我們在選擇講授內容時帶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說，我們之

所以選講上述的內容，是因為我們相對熟悉這些領域，而某些我們無

法承擔的內容，則只能忍痛割愛了。當然，事實上，一個學期的課程

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將想講的內容全部涵蓋。

經過兩個學年的教學實踐，基本上是比較成功的，選修和旁聽的

學生人數都大大超過了預期目標，同學課後的反饋也基本上以積極、

正面的評價為多，這讓我們頗感欣慰。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任何問

題。這門課之所以受到學生歡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團隊教學

的模式，然而，如前所述，這一模式與學校現存的管理模式並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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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這極大地限制了這門課的進一步發展。其次，教學的點與面如

何有機結合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某些通識教育的專家認為，這

門課的內容涵蓋量太大，不利於學生深入到經典中去，從而學生的收

穫可能很有限。這種說法未嘗沒有道理，值得我們正視。但是，從另

一方面來看，在今天這樣一個與經典普遍疏離的時代，學生們對於經

典的知識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儘量多地向他們介紹經典，給他們

一個引導進入經典世界的門徑，從而使之親近經典，接受經典，這也

是非常合理且必要的一種考慮。事實上，據學生反饋回來的信息看，

支持兩種主張的都大有人在。因此，如何做到點與面的均衡，確實是

一個兩難，這將是我們未來要進一步探索與思考的。此外，具體教學

中，對學生要求的高低也在困擾著我們。在第一學年，我們對學生普

遍要求從嚴，課後不僅提供學生必要的思考題，而且還要學生背誦一

定量的材料；考試時要求也比較高，這些做法多少讓選讀這門課的學

生感到壓力與負擔，從而直接引起的效應是，第二學年選修的人數降

低了，旁聽的人增加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今後要降低要求，讓學生

能更輕鬆地與經典相遇？或許也是我們必須解決的一大問題。

總之，兩個學年的教學實踐，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也給

我們帶來了許多問題。當然，相信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通過進一步

的研究與探討，這些問題會逐步得到合理的解決。另外，我們這種教

學模式與現有教學體制不相容之處，目前也正在同校方進行協商解

決。就在筆者寫這篇短文之時，校方通知我們這門課已經被正式納入

到復旦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體系，意味著我們有了一個更正式的

名分。這為我們這門課良性地持續下去，提供了一個極大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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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學經典導讀（冮上）」課程大綱2

第一講　《禮記‧學記》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熟讀本文。

2. 請你談談如何理解「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第二講　《禮記‧曲禮》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熟讀課堂講授部分。 

2. 試論禮制與人情的關係。

第三講　《論語》選讀上

講　師：洪濤（政治學系副教授）

�. 背誦本講所選讀的內容。

第四講　《論語》選讀下

講　師：洪濤（政治學系副教授）

�. 背誦本講所選讀的內容。

第五講　《孟子》選讀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背誦3•6和��•8兩段文字。

2. 試評孟子的性善論。

第六講　《荀子》選讀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句話應如何理解？

2. 試比較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

2	 在兩個學年的課程中，前後有過細微的調整，我們在此以第一次上課的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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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莊子》選讀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鵬徙於南冥」和「蜩與學鳩笑鵬」兩個寓言表達了莊子的甚

麼思想？

2. 「莊周夢蝶」的寓言表達了甚麼思想？

3. 記誦內容：「北冥有魚，其名為鯤。……之二蟲又何知」。

第八講　《周易》選讀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易」的內涵是甚麼？

2. 《易傳》所建構的世界圖式是怎樣的？

3. 記誦內容：《乾》卦與《坤》卦的爻辭。

第九講　《春秋公羊傳》選讀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何謂公羊學中的「義」與「例」？

2. 何謂「三科九旨」？

第十講　《天人三策》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熟讀課堂講授部分內容。

2. 論天人感應與古代政治的關係。

第十一講　《史記》選讀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對於先秦諸家的看法有何異同？

2. 以司馬遷為例，思考歷史著作中如何貫穿作者的思想。

第十二講　《漢書》選讀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整理班固的書籍分類法。

2. 班固如何把書籍分類與思想學術的流派分別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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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講　《文心雕龍》選讀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本篇所說的「文」是甚麼意思？

2. 〈原道〉篇所表達的基本文學觀念是甚麼？

3. 記誦：「文之為德也大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

然之道也」。

第十四講　《五燈會元》選讀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整理臨濟、曹洞二宗的法系。

2. 「棒」與「喝」在思想交鋒中究竟起到甚麼作用？

第一講　韓愈：《原道》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熟讀本文，體會「古文」的句法。

2. 以本文為基點，掌握中國歷史上「道統論」的各種形態。

第二講　《近思錄》選讀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記誦：張載《西銘》。

2. 《近思錄》是一部甚麼書？《西銘》體現了一種甚麼思想？它

對宋明儒學有甚麼意義？

第三講　朱熹：《大學章句》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記誦：《大學》。

2. 釋「三綱領、八條目」。

「國學經典導讀（下）」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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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朱熹：《中庸章句》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記誦：《中庸》首章。

2. 述朱子對「中庸」的理解。

第五講　宋人奏議、書信選讀上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把握王安石科舉學校政策的基本內容。

2. 思考以學校取代科舉一事的利弊。

第六講　宋人奏議、書信選讀下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釋「存天理，滅人欲」。

2. 如何理解朱子與陳亮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論。

第七講　王陽明：《傳習錄》選讀

講　師：郭曉東（哲學學院副教授）

�. 何謂「心學」？如何理解「心學」的思想史意義？

2. 釋朱子、王陽明「新民」、「親民」之辯。

第八講　王夫之：《讀通鑒論》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熟讀本章選讀部分的內容。

2. 述王夫之對正統的理解。

第九講　顧炎武：《郡縣論》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熟讀本文。

2. 結合王夫之的《讀通鑒論》中〈變封建為郡縣〉與顧炎武的 

《郡縣論》，談談你對封建與郡縣關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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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選讀

講　師：羊列榮（中文系講師）

�. 熟讀本章選讀部分的內容。

2. 試述《明夷待訪錄》的思想史意義。

第十一講　《四庫全書總目》選讀

講　師：朱剛（中文系副教授）

�. 《四庫提要》的成就體現在哪些方面？

2. 瞭解《四庫全書》的古籍分類體系。

第十二講　龔自珍：《春秋決事比答問》

講　師：曾亦（社會學系副教授）

�. 如何理解《春秋》決獄？

2. 如何理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第十三講　張之洞：《勸學篇》選讀

講　師：洪濤（政治學系副教授）

�. 張之洞如何理解中學西學之間的關係？如何理解他所謂的「新

舊兼學」的觀點？

第十四講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選讀

講　師：洪濤（政治學系副教授）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意義何在？何謂中西文化差異之

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