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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秋華 *

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流，因為受了科舉制度的保障，使凡欲出仕之人，

無不孜孜矻矻地鑽研其間。因此，學校的教育莫不以經書作為傳授的重點，除了培

育優秀的人才，成為政府的官員，也引領學者深入研探，撰著注釋、闡發經義的書

籍。在傳統社會中，經學對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強大的支

配力量；然而自清末廢除科舉制度以來，經學頓失所依，從原本的家修人勵，遞變

為眾多學科中之一，修習者少，影響力也日益式微。近年來，有心研治經學者，更

是鳳毛麟角，不能不令人擔心其未來的發展。有鑑於此，政治大學中文系於二○一

八年六月八日，在該校文學院百年樓的會議室舉辦「傳經授業─戰後臺灣高等院

校中的經學教育和經學課程」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研究及教授經學的學者參加，

希望藉由此次會議的召開，能夠集思廣益，引起眾人的關注，以助經學教育更廣泛

的推展。

此次會議有來自臺灣各大學的學者約六十人參加，發表論文者皆為教授經學

課程的學者，包括陳逢源、許華峰、車行健、賴貴三、鄭雯馨、黃聖松、楊晉龍、

陳恆嵩、劉柏宏等人，他們的論文討論臺灣經學教育的現狀，以及考察四書、《尚

書》、《詩經》、《易經》、禮學、《左傳》等經學課程。會後選擇其中的五篇論文，

製作本專輯，以下略作介紹。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許華峰教授〈近十年臺灣師範大國文學系與輔仁大學中

國文學系《尚書》課程的設計與思考〉一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他在輔

仁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開設的《尚書》課程目標與大綱。第二部分談文獻問題，舉

鄭玄對「《尚書》名義」與「〈堯典〉曰若稽古」的解釋。第三部分談文意解讀，舉

* 蔣秋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   2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八卷 •第四期 臺灣高等院校經學課程專輯

〈甘誓〉「予則孥戮汝」的字義與聖王現象的解讀。藉由兩組例證，闡釋漢代以來經

學家在解釋《尚書》時所積累的思想、文化內涵，對理解《尚書》地位以及理解經

義方式的轉變，點出傳統經學家與現代學者對《尚書》研究所採取立場的差異。

《詩經》早在春秋時期，便已成為貴族學習的教材，在現代高等院校的課堂

中，則採取新穎的講授方式，以傳承舊有的典集。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車行健教授

的〈戰後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生態的初步觀察〉先回顧《詩經》教學實況的傳承

後，再就戰後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生態的形成，分析討論，並進一步對此作出評

議與檢討。本文強調教學與研究之關係，應是由教學帶動，甚至引領研究，而研究

則可支援，甚至型塑教學，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黃聖松教授〈成大中文系《左傳》課程之回顧與展望〉一

文，分別介紹在成功大學開設《左傳》課程的葉政欣、宋鼎宗、張高評三位先生的

研究風格與授課內容。黃教授繼三位先生之後教授《左傳》，在課程中，導入現代

議題。未來黃教授將於學士班課程，加強「數位人文」與「大數據」的觀念，結合 

“Story Map” 軟體與「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指導學生操作演練，以期

增益學生軟體運用與學術研究能力，同時激發他們對所選修課程的興趣。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鄭雯馨教授，畢業於臺灣大學，在〈戰後 (1949-2014)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禮學課程的發展與內容〉一文中，介紹臺大中文系的禮學課程，

指出孔德成先生和葉國良教授所開設的禮學課程，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兩位先生

廣泛地利用民俗學、考古學、社會學等觀點與方法，來探討禮學，特別著重古代禮

儀的復原，使禮學內涵更加豐富，也使禮學的研究方法與運用，向前邁進一步。

陳逢源教授在〈主題‧脈絡‧經典轉譯─近十年 (2006-2016) 臺大、政大、

臺師大四書課程考察〉中指出，四書研究成果集中於學術論文專著，需要回歸於大

學當中，以了解目前課程操作與進行方式。該文藉由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

範大學近十年課綱內容的檢視，分析目前經典教育的發展與困境，並肯定臺灣學人

的貢獻。

以上五篇論文，分別探討了臺灣的大學中關於五部經書的研究與教學概況，可

供學界理解近代經學在臺灣發展實情的參考。此外，該次會議尚有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系賴貴三教授的〈戰後臺灣高等院校《易》學課程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柏宏教授的〈戰後臺灣古代經學史書寫的回溯：以二十世

紀前半葉為觀察中心〉、東吳大學中文系陳恆嵩教授的〈戰後臺灣高等院校的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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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育〉、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晉龍教授的〈過去與未來的對話：臺灣經

學的教學與研究〉四篇文章，因受專輯篇幅的限制未能納入，相當可惜，希望這幾

篇文章可以盡快刊登，讓學界較全面地掌握臺灣現代經學研究與教學的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