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HIL2301 中國/東方哲學原典導讀：《論語》（11 – 12 下學期） 
M6-8  SCE E106 
教師：吳啟超（辦公室：馮景禧樓 424A 室；電郵：kcng@cuhk.edu.hk） 
 
課程簡介 
宗旨：哲學地閱讀《論語》：分析書中主要哲學概念及命題的含意、勾畫其理論

體系、探問各種論斷所可能有的論證或理據、發掘和思考書中隱含的哲學問題、

比較不同學者的詮釋原則與方法。（然為免因遷就義理探究的需要，而對書中文

字作輕率任意的、脫離歷史脈絡的解讀，課程亦將適度涉及關於《論語》的考證

性研究。） 
課程分為兩個階段： 
第一階段（七堂）：按《論語》順序，逐篇閱讀（共二十篇）。每次三至四篇，先

由學員小組報告，再作全班討論。 
第二階段（七堂）：選取若干以《論語》內容為探究主題的哲學論文，每次三至

四篇，先由學員小組報告，再作全班討論。 
每位學員須作兩次堂上報告，每階段一次。 
 
評分方法 
堂上報告（兩次）：30% 
課堂及網上討論：20% 
期末論文（不少於 5000 字中文或不少於 3200 字英文）：50% 
注意：學員必須出席課堂，無故缺席者扣 2 分（有效請假或缺席補課不扣分）。

請病假者，須提交醫生證明；請事假者，須事前提出，能提交有效證明者不扣分，

否則扣 1 分。 
 
堂上報告安排及課程進度 
第一階段（七堂）： 

 學員三人一組，每組報告《論語》一篇（其中一組報告第 18 及 20 共兩篇） 
 每堂有三至四組報告，每組報告 30 分鐘，即每人報告 10 分鐘 
 一組報告完畢後，有 20 分鐘公開討論時間：每位提問者發言最多 3 分鐘，所

有提問完畢後，報告同學（全組）有 5 分鐘作總結 
 除堂上發言外，學員亦應在本課的 CUForum 作網上討論 

課程進度： 
 第一堂（1 月 9 日）：課程導言 
 第二堂（1 月 16 日）：《論語》第 1 – 3 篇（由教師報告） 
 第三堂（1 月 30 日）：《論語》第 4 – 6 篇（本週起由學員報告） 
 第四堂（2 月 6 日）：《論語》第 7 – 9 篇 
 第五堂（2 月 13 日）：《論語》第 10 –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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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堂（2 月 20 日）：《論語》第 13 – 15 篇 
 第七堂（2 月 27 日）：《論語》第 16 – 20 篇（四組報告，其中一組負責第 18
及 20 共兩篇） 

第二階段（七堂）： 
 學員兩人一組，每組報告以《論語》內容為探究主題的哲學論文一篇（論文

清單將於第五堂公佈） 
 每堂有三至四組報告，每組報告 20 分鐘，即每人報告 10 分鐘 
 一組報告完畢後，有 20 – 30 分鐘公開討論時間 
 除堂上發言外，學員亦應在本課的 CUForum 作網上討論 

課程進度： 
 第八堂（3 月 5 日） 
 第九堂（3 月 12 日） 
 3 月 19 日停課一次（教師離港參加學術會議） 
 第十堂（3 月 26 日） 
 第十一堂（4 月 2 日） 
 4 月 9 日停課一次（公眾假期） 
 第十二堂（4 月 16 日） 
 補課：第十三堂（4 月 23 日） 
 補課：第十四堂（4 月 24 日） 

 
基本用書（第一階段之堂上報告須參考下列 1 – 9 中至少兩種） 
1. 何晏：《論語集解》 
2. 朱熹：《論語集注》 
3. 劉寶楠：《論語正義》 
4. 程樹德：《論語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90。 
5. 楊伯峻：《論語譯注（重校本）》，香港：中華書局，2011。 
6. 錢穆：《論語新解》，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三版。 
7. 孫欽善：《論語本解》，北京：三聯書店，2009。 
8. 牛澤群：《論語札記》，北京：北京燕山出版社，2003。 
9. 李零：《喪家狗：我讀《論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10.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D.C. L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楊伯峻、劉殿爵：《論語：白話中文、英文雙譯本》，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9。 
12. 唐明貴：《論語學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