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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所課程大綱 
 

科 號   學 分    3 學分 人數限制   5 人 

任 課 教 師 林保全 時 間   教 室   

科目中文名稱 史記會注考證專題 

科目英文名稱 Topics on Shi Ji Hui Zhu Kao Zhen 

一、課程說明 

1. 史記為中國歷代正史之源流，同時亦具有史學與文學多重學

術上之價值，自三家注之外，歷朝士人對於史記的註釋汗牛

充棟，其中集大成者當為近代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

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不僅引用材料詳實豐富，更廣及日本

漢學者的研究成果。研讀此一專書，不僅可以習得針對史記

一書的諸多觀點與看法，亦可掌握日本漢學者對於史記研究

的概況。 

2. 本課程雖然以史記會注考證一書為專題，然亦將以此書為核

心，擴散研討東亞地區的朝鮮、日本與安南地區的史記流傳

接受史及其如何影響當地的史學編纂。 

3. 藉由重要議題的設計與探討，並透過原典的研讀，輔以現代

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授課與討論，期使研習者掌握此一領域

的重要關鍵議題。 

二、指定用書 參見次頁所附。 

三、參考書籍 參見次頁所附。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教學方式以講授與討論並行，講授佔 70％，討論佔 30％。

課程期間必須預先研讀指定之原典或相關論文，並於課堂中針對

原典、論文進行理解、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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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進度 參見次頁。 

六、成績考核 

出席率佔 30%。 

課堂報告佔 30%。 

期末報告佔 40%。 

七、講義位址 
    h t t p : / / 

 

 
第 1-8週 
主題（一）：史記會注考證專題  
1. 史記的成書過程及其體例 
2. 歷代史記註釋及研究概況 
3. 瀧川龜太郎及史記會注考證的成書過程 
4. 瀧川龜太郎的註釋方法、詮釋觀點與材料運用情況。 
5. 瀧川龜太郎「愚案」研討。 
6. 名篇選讀。 

 
第 9-10週 
主題（二）史記的傳播：朝鮮的史記接受過程及其迴響  
1. 朝鮮的古史、正史與史書的介紹 
2. 朝鮮古史、正史的體例介紹 
3. 史記的傳入與影響及其史書的編纂體例 
4. 朝鮮其他重要史書介紹 

 
第 11-12週 
主題（三）史記的傳播：日本的史記接受過程及其迴響  
1. 日本的古史、正史與史書的介紹 
2. 日本古史、正史的體例介紹 
3. 史記的傳入與影響及其史書的編纂體例 
4. 日本其他重要史書介紹 

 
第 13-14週 
主題（四）史記的傳播：越南的史記接受過程及其迴響  
1. 越南的古史、正史與史書的介紹 
2. 越南古史、正史的體例介紹 
3. 史記的傳入與影響及其史書的編纂體例 
4. 越南其他重要史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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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週  修課同學期末課堂報告 
第 16週  期末考週 修課同學期末課堂報告 
 
 

＊、指定用書：史記會注考證 

＊、參考用書：三國史記 
高麗史 
高麗史節要 
東國通鑑和朝鮮王朝實錄 
日本書紀 
續日本紀 
日本後紀 
續日本後紀 
日本文德天皇實錄 
日本三代實錄 
中山世鑑 
中山世譜 
球陽 
大越史記 
大越史記全書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大南實錄 

 

補充： 
 
1. 2月 28日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2. 4月 4日兒童節放假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