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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頁    

課程簡介 

 《老子》可能是中國思想史上字數最少、在當今國際社會影響又最廣的一

部書，也是理解上岐義最深、爭論最多的一部書。如何理解、詮釋《老子》的

基本思想，如何闡發《老子》哲學在現代社會的意義，這似乎是一個永無止境

的課題。本課程嘗試在眾多不同的解釋中提出一個依據文本和歷史條件、呼應

古代社會課題、照應現代社會需要的解釋。 

課程重點是分析和討論《老子》中的基本概念，如道、德、自然、無為、

正與反等的理解和闡發,以及《老子》哲學整體的把握和重構，也會簡要涉及《老

子》的年代、作者的爭論,《老子》帛書本、竹簡本對《老子》研究的啟示或挑

戰。此外，本課也會簡要地討論王弼如何通過對《老子》的註釋創構了一個新

的思想體系。方法論問題是本課程的一個重點，如經典詮釋與思想創新的關係

等。學生討論和發言的時間不少於四分之一的課時。 

 

成績評定： 

 課堂參與、討論、報告（presentation）    40 ％ 

 期末考試：take home exam 三篇短文（或一篇長文） 60 ％ 

 獎勵成績（bonus）        + 5%  

 

講題舉例 

一、獨一無二的幸運？──簡、帛《老子》的發現 

二、千年之迷？──作者與年代 

三、如何面對西方？──方法論問題 

四、上帝死了？還有道！──老子之道與德 

五、人文之自然？──老子之自然 

六、超越之作為？──老子之無為 

七、智慧還是陰謀？──老子之以反求正 

八、女性生殖崇拜？──老子與女性主義 

九、消極還是崇高？──老子哲學與現代社會 

十、歷史還是現實？──經典詮釋中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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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舉例 

一、老子年代與作者的討論涉及哪些方法論問題？ 

二、對一部古代經典的詮釋有沒有一個標準？如果沒有，是否任何理解或解釋

都是合理的，或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應該是哪些標準？如何描述

這些標準？如何體現這些標準？ 

三、古代哲學家是否有一個大致的思想體系？現代人是否應該並可以重構古代

思想家的思想體系？這樣作時會遇到哪些問題？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四、老子哲學對現代社會與人生可以提出哪些具體的啟示或挑戰？我們是否可

以說服他人接受這些啟示或挑戰？如何進行這種論證？ 

五、王弼是如何通過註釋《老子》而創建魏晉玄學的思想體系的？如何評價這

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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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second,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London: Sheed & Ward Limited, 1989. 

 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I，II，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9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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