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清華⼤學   112學年 上學期   莊⼦選讀   課程⼤綱

⼀、課程說明 

01：《莊⼦》是中⽂世界重要的⽂化經典，同學則或許受限於⼤學之前的課業型態⽽未有機
會深入認識。 「莊⼦選讀」課程的開設，正為彌補此⼀缺憾⽽出現。 

02：作為通識選修課程的「莊⼦選讀」，側重⾯向與中⽂系的專書課程有所不同。本課程希
望利⽤⼀個學期的時間 ，概念性地引導同學較全⾯⽽清楚地認識《莊⼦》的思想內容，以
及圍繞⽽⽣的相關議論題。 

03：然⽽引導同學概念性的認識《莊⼦》，並不意味放棄對原典的閱讀。惟有深刻地咀嚼原
典的⽤字遣詞，並以此為基礎反思⽂字背後的意義，才有機會跳脫⼈云亦云的解釋⽽直契經
典。因此修課同學必須花費⼀定時間⼼⼒閱讀《莊⼦》的重要⽂ 本。課程的進⾏除問題討
論與梅園體驗活動的進⾏外，主要以教師講授為主。 

04:介紹同學認識古今、東西的⽂化⾯貌，藉以突顯莊⼦思想的特⾊，也是本課程的重點之
⼀。因此課程將提供補充閱讀資料要求同學課後⾃⾏閱讀並進⾏摘要寫作，請修課同學留意。

05：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關鍵或在其跨越時空⽽價值意義未曾有絲毫減損。《莊⼦》的思想
價值部分來⾃於它對現實秩序的孤明洞徹。兩千年來，物質、科技的發展，遠非莊⼦其時所
能想像者，但⼈⼼的變化卻似乎差異不⼤︔ 閱讀《莊⼦》、藉古觀今，可以引發讀者對現
實⽣活的深刻反省︔再者，《莊⼦》在批評之外提出了⼀套完整的實踐論述，⾜以對治現實
的不堪，從⽽為現代⼈⼼提供⼀份思考的參照。課程將結合同學的現實⽣活經驗，藉由適當
進度的引導，為同學帶來對《莊⼦》全新⽽ 完整的認識。

⼆、指定⽤書 

01、⾃編講義（同學須⾃⾏購買）

02、⿆可坡倫，《改變你的⼼智》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7338?sloc=main  
03、呂克費希，《給青年的幸福⼈⽣書》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7831 

三、參考書⽬ 
(⼀)、原典註解類 
王叔岷：《莊⼦校詮》，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八⼗八
錢    穆：《莊⼦纂箋》，台北：東⼤圖書
郭慶藩：《莊⼦集釋》，北京中華/漢京圖書/萬卷樓出版社有限公司 
王先謙：《莊⼦集解》，台北：三民書局/漢京圖書 
劉    武：《莊⼦集解內篇補正》，台北：漢京 
張默⽣：《莊⼦新釋》，台北：天⼯書局/山東：齊魯書社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7338?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7831


陳⿎應：《莊⼦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 
崔⼤華：《莊⼦歧解》，北京：中華書局 
⿈錦鋐：《新譯莊⼦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明堅：《莊⼦》，台北：⽴緒出版公司 

(⼆)、通論類 
馮友蘭 等：《莊⼦⼆⼗講》，北京：華夏出版社 
楊儒賓：《莊周風貌》，台北：黎明出版社 
陳⿎應：《⽼莊新論》，⾹港中華書局/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顏世安：《莊⼦評傳》，南京⼤學出版社 
蔡壁名：《正是時候讀莊⼦》，台北：天下出版社 
蔡壁名：《穴道導引》，台北：天下出版社 
蔡志忠：《⾃然的簫聲--莊⼦說》，台北：時報出版社，1987 
蔡志忠：《⾃然的簫聲--莊⼦說II》，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 

(三)、專論類 
池⽥知久：《莊⼦—道的思想及其演變》，台北：國⽴編譯館 
劉笑敢：《莊⼦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崔⼤華：《莊學研究》，北京：⼈民出版社 
哲學研究編輯部：《莊⼦哲學討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王叔岷：《莊學窺管》，北京：中華書局 
劉榮賢：《莊⼦外雜篇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昶亘：〈「始卒若環、莫得其倫」--《莊⼦》內篇的思想架構、脈絡與意義〉，《朱曉海
教授六五華誕暨榮退慶祝 論⽂集》，台北：學⽣書局

四、教學⽅式 
1)對選定的篇章進⾏講解，以內七篇為主，外、雜篇為輔，並配合篇旨進⾏問題討論。 
2)搭配課前預習與課後作業（原典抄寫與分組報告），請同學配合。 

五、課程進度
第1週 01：課程介紹—何謂經典、《莊⼦》作為經典的理由、現代⼈如何閱讀認識莊⼦ 
02：認識的侷限與可能—〈秋⽔〉坎井之—從⼀⽅之霸到倉皇失措、 
第2週 01：⼩⼤之辯—〈逍遙遊〉⼩蟲的無知、鵬程萬⾥真的值得羨慕嗎—⼩⼤概念的對⽴、
反轉與「⼤」的侷 
限 
第3週 01：無⽤之⽤—〈逍遙遊〉有⽤與被誰⽤︖無所可⽤真的是廢材嗎︖ 
02：搭配選讀：《莊⼦．⾺蹄》、《孔⼦家語．⼦路初⾒》 
第4週 01：逍遙的真諦︖—〈逍遙遊〉藐姑射之山的神⼈—形骸的聾盲與⼼知之遮蔽 
第5週 01：地籟、天籟—〈齊物論〉⼀陣風到底要說明什麼︖ 
第6週 01：成⼼與情緒—〈齊物論〉成⼼、知⾒—情緒的出現、成⾒的產⽣，以及地籟的啟⽰ 
第7週 01：得其環中、道通為⼀—〈齊物論〉⾯對現實，⽴⾜點的重新調整 
第8週 01：夢與真實—〈齊物論〉莊周夢蝶、⼈看待感官、認知經驗的⽭盾處，以極可能的啟
發 



第9週 期中考 
第10週 01：技藝與道—〈養⽣主〉庖丁解⽜、〈達⽣〉—養命或是養⽣︖屠夫對養⽣啟⽰︖養⽣
與得其環中 
第11週 01：⼼齋、坐忘—〈⼈間世〉⼼齋、〈⼤宗師〉坐忘—從得其環中的理論推衍到身體的實
踐 
第12週 01：懸解—〈養⽣主〉⽣命的終結對養⽣的啟發 
第13週 01：肢體的侷限與超越—〈⼈間世〉⽀離疏、〈德充符〉諸兀者 –形體變異者的得道與啟
⽰ 
第14週 01：死⽣存亡為⼀貫—〈⼤宗師〉：地籟、緣督以為經的再詮釋 
第15週 01：⽅內、⽅外之別—〈⼤宗師〉相忘以⽣、無所終窮 
第16週 01：四⾨⽰相、渾沌—〈應帝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極致展現、我們都是死了的渾
沌︖ 
第17週 莊⼦與惠施—敵乎︖友乎︖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第18週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摘要寫作⼆篇20%＊2
2)期中考試或報告10% 
3)期末考試或報告30% 
4)平時成績（課堂出席、作業抄寫、學習單等）20%
附註：開學第⼀週請務必出席，以便了解課程簡介與要求

⼀、選課請三思：週週有作業——寫作作業及閱讀作業︔課後預習及作業時間請按學分數等
比估算，以上條件請務必列入選課考量。 

⼆、各式作業（如學期報告及平時寫作練習等）均不接受遲交。

三、出席成績以出席次數累積計算，除檢附證明之公、喪、病假外，未出席概不登記。 

四、禁⽌使⽤AI作為報告、考試答題內容之依據。  
(1)本課程歡迎並建議同學使⽤AI⼯具，作為課程內容先備理解的搜尋⼯具。 
(2)惟本課程之考試或報告，重視的是同學對課程內容的理解與反思。換⾔之，同學應在作
答中呈現個⼈的思辨與理解，如此⽅⾒個⼈報告之價值，然此非AI所能代勞者。因此本課程
禁⽌使⽤AI作為報告、考試答題內容之依據。  

⽣生成式⼈人⼯工智慧倫倫理理聲明：禁⽌止使⽤用 

1)本課程歡迎並建議同學使⽤用AI⼯工具，作為課程內容先備理理解的搜尋⼯工具。 

2)惟本課程之考試或報告，重視的是同學對課程內容的理理解與反思。換⾔言之，同學應在作答
中呈現個⼈人的思辨與理理解，此⽅方⾒見見個⼈人報告之價值。此則非AI所能代勞者。因此本課程禁⽌止
使⽤用AI作為報告、考試答題內容之依據。 



根據本校公布之佈的「⼤大學教育場域AI協作、共學與素養培養指引」，本⾨門課程採取禁⽌止使
⽤用，以下為相關的監管機制 

‧ 修讀本⾨門課程之學⽣生應注意本⾨門課不得繳交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所產出的作業、報告
或個⼈人⼼心得。若若經查核發現，教師、學校或相關單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評
分或不予計分。 

‧ 修讀本課程之學⽣生於選課時視為同意以上倫倫理理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