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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開放式課程 
 

《孔子：社會學的研究》 
 

第一講  課程介紹 

 

授課教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孫中興教授 

教室：校總區社會學系館211教室 

時間：2015年9月15(二) 

下午2點20分~5點20分 

 

 

※因版權緣故，此開放式課程講義經過頁碼重新編碼及內容刪減， 

與上課影片所講述的頁碼和內容不盡相同，懇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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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 社 會 學 的 研 究 
 

305 62010 

 

授  課  大  綱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零四第一學期﹝2015 年秋季﹞ 

授課名稱：孔子：社會學的研究 

授課教師：孫中興教授 

授課時間：周二下午七八九堂﹝2:20 – 5:20﹞ 

授課地點：台灣大學校總區社會學系大樓 211 室 

會談時間：事前約定 

會談地點：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大樓 417 室 

聯絡電話：(02)3366-1251 

電子郵件：catsun@ntu.edu.tw 

 

 

教學目標 

 

 這是從我開設過的「聖哲社會學」中延伸出來的課程，教學目標是希望從社會

學的觀點來探討有關孔子的記載的歷史演變，這門課程著重的是有關孔子的認知或

知識和時代環境的關係。當然也會討論到孔子的思想，這門課要強調的則是不同的

詮釋和詮釋者，以及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因為這樣特殊的角度，所以恐怕和一般

人文學科的研究取向會有些不同，這是為什麼課程上會特別註明「社會學的研究」

的關係。 

 

 這門課程分成幾個部份：首先是討論研究孔子所會碰到的基本問題，我會特別

強調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和其他取徑的不同之處。接著討論的是幾個社會學的研究角

度，例如：英雄史觀、辨偽史觀、集體記憶、意識形態等等。然後才開始討論歷代

有關孔子的文獻，以及其中關鍵的詮釋和變化。這個部份會討論到孔子生平及其思

想，以及孔子弟子與孔學的傳承問題。最後的部份是討論到孔子身後言論的「正典

化」、孔子形象「神聖化」、「孔家世襲制」，「儒門淡泊」、「尊孔」和「反孔」等等

正反雙方面的主要問題。 

 

 這門課預期是給具有一般中學中華文化程度的學生所選修，主要教材也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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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其中有些文言文和簡體字資料，選修的同學請多加注意。 

 

 為了老師能夠注意到學生的學習並且能改正學生的所有作業，所以這門課無法

容納太多學生。有意選修的學生一定要能如期完成作業，課前主動閱讀上課資料，

上課時主動提問，如此才會收到學習的最大效果。沒有這方面準備的同學，請勿選

修，以免自誤誤人。 

 

 本課程今年是台大開放式課程的錄影課程，所有的課程內容在後製後會上網。 

 

 

作業要求 

 

這門課的作業要求如下： 

1 上課前準備一段《論語》的心得，老師於上課開始隨時抽點同學發表預先準備

好的意見，並請其他同學加以評論。 

2 本學期要撰寫一篇圖文並茂的〈孔廟參訪記〉，結合上課所說，實地探訪孔廟，

並拍照存證。 

3 企劃一場和孔子有關的文化創意活動﹝請勿募款﹞並且加以實踐。 

4 認識同學，與班上所有同學談話﹝需問至少三個問題，請不要問同學的提款卡

密碼﹞並記錄，無格式規定，可以任何您喜歡的方式呈現。 

5 上課臨時規定的小作業。 

6 要不要寫讀書心得還在考慮中，這會在上課時宣布。 

 

所有書面作業要達到下列標準 

1 不准抄襲網路或其他書面資料，要自己撰寫。 

2 不得遲交。遲交以未交論。 

 

 

教學進度 

 

周數 日 期 預 定 內 容 備 註 

1 9 月 15 日 課程介紹  

2 9 月 22 日 孔子研究的基本問題 繳交孔廟作業 

3 9 月 29 日 研究孔子的相關理論(1)： 

傳統、英雄史觀、卡力斯瑪 

 

4 10 月 6 日 研究孔子的相關理論(2)： 

集體記憶、意識形態、聖蹟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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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月 13 日 有關孔子的文獻及其真偽問題  

6 10 月 20 日 孔子所處的時代脈絡  

7 10 月 27 日 孔子的生平故事及其層疊累創  

8 11 月 3 日 孔子的思想(1)：論學、德行  

9 11 月 10 日 孔子的思想(2)：父子、君臣、朋友、夫婦  

10 11 月 17 日 孔子的思想(3)：禮樂、幽默及其他  

11 11 月 24 日 孔子的思想(4)：理想和終極理想  

12 12 月 1 日 孔子與弟子的師生關係及孔門弟子  

13 12 月 8 日 魏晉南北朝之前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繳交文化活動 

14 12 月 15 日 孔子思想的「正典化」  

15 12 月 22 日 孔子形象的「神聖化」 繳交認識同學 

16 12 月 29 日 孔府代代相傳的「世襲化」  

17 1 月 5 日 尊孔與反孔的歷史糾結  

18 1 月 12 日 期末考  

 

請注意：依照過去我的教學經驗，進度往往會因老師個人教學情況而有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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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社會學的研究進度及閱讀書目 
 

1 下面的書單並不是個完整的文獻目錄，只不過是列出一些我認為同學可以閱讀

的書目。 

2 本課程鼓勵同學閱讀原典，除非不得已，請勿閱讀二手研究。閱讀古書的現代

譯文時，也應該注意其恰當性。 

3 在同時有英文原著和翻譯本並列的情況下，同學應該直接閱讀英文原著，非不

得已不要看翻譯本。 

4 有些書籍圖書館有館藏，有些則必須私人購買，大陸簡體字書往往稍縱即逝，

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應該平日就有逛書店買書的習慣。 

5 其中大部分書我都讀過，有些則還待努力。如果同學在閱讀上有問題，還是歡

迎大家和我聯絡，我會盡力為大家解惑。不過，如果涉及太過艱深的學術問題，

我也是愛莫能助的。 

6 歡迎大家提供補正相關的書目。 

 

第一周  9 月 15 日 課程介紹 

 

 這一周就是您現在所經歷的事情。 

 我會說明這堂課的教學理念，以方便您做選修與否的決定。 

 

第二周  9 月 22 日 孔子研究的基本問題 

 

 在進入討論孔子的正題之前，我們要先處理一些基本問題。 

 

 首先我們要先回顧一下幾位前輩學者在對人類文明的古代聖哲所作的努力，以

作為本課程日後探討的基礎。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德國哲學家 Karl Jaspers﹝台灣通常簡要地翻成「雅斯培」，

大陸通常完整地翻成「雅斯貝爾斯」﹞的《大哲學家》一書。它的第一部分早期被

翻成英譯本，再輾轉翻譯成中文之後，就定名為《四大聖哲》，台灣一直有兩個譯

本，賴鼎銘的譯本已經不容易買到，可以去二手書店試試運氣，傅佩榮的譯本則一

直再版；大陸只有全譯本，並沒有特別標舉「四大聖哲」。還有要注意的是，Jaspers

成書的時代在 1950 年代，以哲學思想為主，所以對於聖哲的生平著墨比較少，也

不太關注我們課程所想要探討的問題，所以各位千萬不要以為看完這本小書就可以

取代來上課。其中有特別提到孔子的章節，至少請閱讀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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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Jaspers. 1988.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Munchen: Piper. 

中譯本： 

1 卡尔‧雅斯贝尔斯‧2005‧《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 

2 卡尔‧雅斯贝尔斯‧2010‧《大哲学家》兩冊‧修訂版‧李雪涛‧主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Karl Jaspers. (1957)1962.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r. by Ralph Manhei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中譯本： 

1 雅士培‧1985‧《四大聖哲》‧傅佩榮‧譯‧台北：業強‧ 

2 卡爾‧雅斯培‧1986‧《四大聖哲》‧賴顯邦‧譯‧台北：自華‧ 

Karl Jaspers. (1957)1962.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r. by Ralph Manhei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中譯本 

1 雅士培‧1985‧《四大聖哲》‧傅佩榮‧譯‧台北：業強‧ 

2 卡爾‧雅斯培‧1986‧《四大聖哲》‧賴顯邦‧譯‧台北：自華‧ 

 

 另外還有一些討論範圍類似的書籍，將孔子和三大宗教創始人並列，也可以參

考： 

 

Michael Carrithers et al. 1986. Founders of Faith: The Buddha, Confucius, Jesus, 

Muhamma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nise Lardner Carmody and John Tully Carmody. 1994. In the Path of the Masters: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uality of Buddha, Confucius, Jesus, and Muhammad. New 

York: Paragon House. 

John Macquarrie. 1999. Mediators Between Human and Divine: From Moses to 

Muhammad. New York: Continuum. 

F. E. Peters. 2007. The Voice, The Word, the Books: The Sacred Scripture of the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慧君‧编‧2004‧《圣字贝叶书─13 位创造人类智慧的圣者的神迹与猜想》‧呼和

浩特：内蒙古大学‧ 

 

第三周 9 月 29 日 研究孔子的相關理論(1)：                       

 傳統、英雄史觀、卡力斯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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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兩周要先討論相關的理論概念，以作為日後討論的準備。在這一周，我

先介紹其中的三種。 

 

 首先，是對於「傳統」這個概念的學術分析。「傳統」通常和「近代﹝或現代﹞」。

對於這個看似平常的「傳統」這個概念作最深入理論探討的就是 Edward A. Shils

的著作，雖然這十幾年來已經很少人再提到他。他對於「傳統」的看法，都蒐羅在

下面這本著作中： 

 

Edward A. Shils. 1981.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 

1 爱德华‧希尔斯‧1991‧《论传统》‧傅铿和吕乐‧合译‧上海：上海人民‧ 

2 愛德華‧希爾斯‧1992‧《論傳統》‧傅鏗和呂樂‧合譯‧台北：桂冠‧ 

 

 和「傳統」相關的是英國左派歷史學家 Eric Hobsbawm 等人也創用了「傳統的

發明」這個概念，揭發許多所謂的「傳統」，其實都不是太遙遠的事物。相關的文

章可見於下面這本書，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 

1 霍布斯邦，等‧2002‧《被發明的傳統》‧陳思仁‧等人‧合譯‧台北：貓頭

鷹‧ 

2 霍布斯鲍姆和兰格‧主编‧2004‧《传统的发明》‧顾航和庞冠群‧合译‧南

京：译林‧ 

 

 其次是以「英雄」為研究主體的。最著名的當然就是 Thomas Carlyle 的《英雄

與英雄崇拜》。不過，要注意這本書是 1841 年根據演講內容寫成的，資料有點舊。

這本書目前有四個中譯本，出版年代相去甚遠，閱讀時要謹慎挑選比較新近出版的

譯本。 

 

Thomas Carlyle. 1993. 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K. Goldberg.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本： 

1 嘉萊爾‧1967‧《英雄與英雄崇拜》‧重印本‧曾虛白‧譯‧台北：商務‧ 

2 卡來爾‧1963‧《英雄與英雄崇拜》‧何欣‧譯‧台北：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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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來爾‧1978‧《英雄與英雄崇拜》‧李約翰‧譯‧台北：阿爾泰‧ 

4 托玛斯‧卡莱尔‧2005‧《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

译‧北京：商务‧ 

 

 還有一個跟「英雄」相關的研究方式，可以參考 Joseph Campbell 的比較通俗

的相關著作，也是有發人深省的觀點： 

 

Joseph Campbell.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喬瑟夫‧坎伯‧1997‧《千面英雄》‧朱侃如‧譯‧台北：立緒‧ 

 

 比較算是「英雄史觀」的書其實是下面這本： 

 

Sidney Hook. 1943.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y.  

Boston: Beacon Press. 

悉尼‧胡克‧2006‧《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其三是比較宗教學的立場。有些研究者把孔子當成是宗教創始人，所以從這個

觀點來看孔子，也是會有幫助的。在台灣市面上比較容易找到的是下面的兩本書，

雖然書名都是「比較宗教學」，但是作者的信仰以及全書組織和內容都不一樣。 

 

釋聖嚴‧1968‧《比較宗教學》‧台北：中華‧ 

 

Eric J. Sharp. 1986. Comparative Religion: A History. 2
nd

 Edition.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埃里克‧J‧夏普‧1988‧《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和徐大建‧合译‧

上海：上海人民‧ 

夏普‧1991‧《比較宗教學：一個歷史的考察》‧呂大吉‧等人‧合譯‧台北：桂冠‧ 

 

 除了前面從人類學和宗教學立場來處理我們關心的議題之外，最近也有一本社

會學的著作，有著同樣或者更大的野心，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來討論古今中外的思

想變遷，也頗值得參考： 

 

Randall Collins. 1998.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柯林斯‧2004‧《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两册‧吴琼、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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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志红‧合译‧北京：新华‧ 

 

 最後，我要特別介紹 Max Weber 的 Charisma 概念。這個概念很能彰顯孔子崇

拜的特質。Weber 的這個概念收錄在他死後才被編輯成大部頭書的《經濟與社會》

討論三種支配類型之中。charisma 的中文翻譯也有不同，我主張用音譯的「卡利斯

瑪」，請同學在閱讀和上課時要特別注意。 

 

Max Weber. 192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S. 140-148. 

Max Weber. 192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Band 1. 2. vermehrte Aufl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S. 140-148.  

Max Weber.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1. 

Trs.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p. 241-254. 

Max Weber. 197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 Aufl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S. 140-148. 

Max Weber.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1.   Trs.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41-254. 

Max Weber. 198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 revidierte Auflag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S. 140-148. 

韋伯‧(1989)1996‧《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修訂版‧康樂等‧合譯‧台北：

遠流‧第 61-88 頁‧ 

马克斯‧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北京：商务‧第 269-283

页‧ 

 

 

第四周 10 月 6 日 研究孔子的相關理論(2)： 

集體記憶、意識形態、聖蹟崇拜 

 

 本周將承續上周，介紹的理論概念是「集體記憶」或是「社會記憶」或是「文

化記憶」。這個部分的經典是法國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s 的《記

憶的社會架構》。此書並沒有完整的英譯本，英譯者 Lewis A. Coser 根據自己的興

趣將 Halbwachs 的兩本書的相關部分英譯出來，重新給了個書名。請注意：本書並

不是全譯本。另外比較早被介紹到英語世界的一本以《集體記憶》為名的書，其實

是在 Halbwachs 死後才整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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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Halbwachs. 192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Librairie Felix 

Alcan. 

Maurice Halbwachs.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和郭金华‧合译‧上海：上海人

民‧ 

Maurice Halbwachs. 1980. Collective Memory. Trs. by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後來也有幾位人類學者對這方面的議題有興趣，例如： 

 

Mary Douglas.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Paul Connerton.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 

 

 如果您想從這兩本書馬上可以獲得一個清晰完整的「集體記憶」理論，大概是

要失望的。不過這也不只是 Halbwachs 個人的問題而已。後來大家都喜歡用「集體

記憶」這個概念，來指稱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在乎和別人的，特別是 Halbwachs

的用法是否一致。這方面檢討的文獻很多，比較概略文獻回顧可以參考下面幾篇： 

 

Noa Gedi and Yigal Elam. 1996. “Collective Memory – What is It?” History and 

Memory, 8, 2: 30-50. 

Jeffrey K. Olick and Joyce Robbins.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140. 

Kerwin Lee Klein. 2000.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Representations, 69 (Winter): 127-150. 

Wulf Kansteiner. 2002.“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 179-197. 

 

  很多人用「集體記憶」來取代「歷史」，但是也有人堅決認為這兩個概念是不

可相互取代的，特別有代表性的說法，是 

 

Pierre Nora.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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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s, 26: 7-25. 

 

 最近在美國教過我三門理論課了老師 Eviatar Zerubavel 也出版了一本相關的書，

概念清晰好讀，舉例也很清楚，雖然沒有我們比較期待的理論出現，但是也對我們

的課程有所助益。 

 

Eviatar Zerubavel. 2003.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有關「意識形態」的討論非常多，我建議下面幾項： 

 

George Lichtheim. 1965.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4, 2: 164-195. 

Edward Shils. (1968)1972. "Ideology,"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66-76. Reprinted  

in hi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3-41. 

Louis Althusser. (1970)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h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27-186. 

Clifford Geertz. 1973.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93-233. 

余英時．(1982)1987．〈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收入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臺北：聯經．第53-73頁． 

余英時．(1983)1987．〈再論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收入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

詮釋》．臺北：聯經．第75-122頁． 

瞿同祖．(1957)1976．〈中國的階層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劉紉尼譯．收入 John K. 

Fairbank．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段昌國等譯．臺北：聯經．第 267-292

頁． 

 

 最後，我們在探討每一位聖哲的生平時，除了注意相關的一手文獻之外，也會

特別留意歷代各種傳記在敘事上的異同。我們雖然不一定會根據「敘事(述)學」的

各種理論來作文本分析，但是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可以參考下面相關的著作： 

 

羅蘭‧巴特‧1992‧〈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收入《符號學美學》‧董學文和王

葵‧合譯‧台北：商鼎‧第 108-145 頁‧ 

Mieke Bal.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2
nd

 Edition.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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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tine van Boheem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米克‧巴尔‧2003‧《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 

罗钢‧1994‧《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 

 

 本課程所要討論的聖哲身後的崇拜制度，除了 Maurice Halbwachs 的先驅著作

之外，還有一本現成的學術文集可供比較參考，雖然內容都是比較近代的宗教人物

和遺跡為主： 

 

Maurice Halbwachs. 1992. “The Legendary Topography of the Gospels in the Holy 

Land: Conclusions,” in hi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93-235.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结论〉，收入其《论集

体记忆》‧毕然和郭金华‧合译‧上海：上海人民‧第 317-414 页‧ 

傅飛嵐與林富士‧主編‧1999‧《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

材料》‧台北：允晨‧ 

 

 

第五周  10 月 13 日 有關孔子的文獻及其真偽問題 

 

 所謂「孔子的文獻」大概包括有關孔子言行和孔子生活或活動的記載。本周要

先談一談這些相關文獻的真偽問題。 

 

 孔子生平的活動在《左傳》中有比較多的記載，雖然並不完整。這部分的問題

不大。後來司馬遷的《史記》主要也是取材於此。至於更後來的作品，則往往有超

出這些接近原始記載的部分，其可信程度當然無庸置疑。歷來註解《論語》的人不

勝枚舉，下面只是列出我覺得比較有特色，值得參考的幾項： 

 

《論語》 

版本： 

 一、嚴靈峰‧編‧1966‧《無求備齋論語集成》‧台北：藝文‧ 

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1997‧《定州漢墓竹簡：論語》‧

北京：文物‧ 

三、《唐寫本論語集解三卷‧論語義疏三卷》‧台北：藝文‧1959‧ 

四、朱熹‧《四書集注》‧版本眾多‧ 

五、趙順孫‧1986‧《四書纂疏：論語纂疏》‧兩冊‧台北：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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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程樹德‧1990‧《論語集釋》‧四冊‧北京：中華‧﹝繁體字版﹞ 

七、楊樹達‧(1955)2006‧《論語疏證》‧上海：上海古籍‧﹝繁體字版﹞ 

八、許仁圖‧2011‧《子曰論語》‧兩冊‧高雄：河洛‧ 

 九、愛新覺羅毓鋆‧2015‧《毓老師講論語》‧上下冊‧陳絅筆記‧台北‧中華

奉元‧ 

 

《論語》的英譯本也不少，比較容易看到的有 

 

Confucius. 1979. The Analects (Lün Yü). Tr. by D. C. Lau. Ham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大陸上出版了幾本有關《論語》的辭典： 

 

李运益‧主编‧1993‧《论语词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安作璋‧主编‧2004‧《论语辞典》‧上海：上海古籍‧ 

 

 《孔子家語》雖然也有很多關於孔子的記載，但是一度被懷疑是晉朝王肅所製

造的「偽書」，而被忽略。最近幾年則又有翻身的跡象。 

 

《孔子家語》 

版本： 

 羊春秋‧注釋‧1996‧《新譯孔子家語》‧台北：三民‧ 

 楊朝明‧注釋‧2005‧《孔子家語通解》‧台北：萬卷樓‧ 

 王国轩和王秀梅‧译注‧2009‧《孔子家语》‧北京：中华‧ 

 楊朝明和宋立林‧主編‧2013‧《孔子家語通解》‧濟南：其魯書社‧ 

 

後來也有幾位學者希望從古書的記載中蒐羅孔子相關的言行記錄而完成《孔子

集語》。以此為書名的共有兩本，一是明朝薛據所編纂，比較不出名；一是清朝孫

星衍所蒐羅，台灣有重印本。 

 

《孔子集語》 

版本： 

 薛據‧1989‧《孔子集語》‧濟南：山東友誼‧ 

  

《孔子集語》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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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孫星衍‧纂輯‧1991‧《孔子集語》‧台北：世界‧ 

二、孫星衍‧纂輯‧1989‧《孔子集語》‧濟南：山東友誼‧ 

 三、孫星衍‧纂輯‧2000‧《孔子集語》‧台南：和裕‧﹝非全文﹞ 

 

 近年來大陸的學者有些人則蒐羅整理孔子在《論語》內外相關的言論，可惜只

有簡體字版本，但都有現代的譯文，不失為了解孔子的另一片天地。 

 

周山和答浩‧编‧2007‧《走进孔子：《论语》之外的孔子语录精选》‧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 

吴龙辉‧编‧2007‧《孔子语录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 

 

 對於孔子生平言行比較仔細的考證，當然還是下面這兩部經典： 

 

錢穆‧(1935)1999‧《先秦諸子繫年》‧第三版‧台北：東大‧ 

杨义‧2015‧《论语还原》‧两册‧北京：中华‧ 

 

 至於其他相關的參考資料，下面兩本也是不可或缺的： 

 

张岱年‧主编‧1993‧《孔子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 

張岱年‧主編‧2010‧《孔子百科辭典》‧上海：上海辭書‧ 

傅佩榮‧主編‧2013‧《孔子辭典》‧台北：聯經‧ 

王钧林‧主编‧2008‧《问吧 3：有关孔子与《论语》的 101 个趣味问题》‧北京：

中华‧ 

骆承烈‧2003‧《孔子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 

 

 

第六周  10 月 20 日 孔子所處的時代脈絡 

 

 本周要探討的是孔子所生活的時代，特別重視是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部分。我不

是這方面的專家，參考的也以簡體字的書居多，但是有些書有繁體字版，此外，對

於了解孔子之前以及當下的文化脈絡還蠻受用的： 

 

吳龍輝‧1995‧《原始儒家考述》‧台北：文津‧ 

吴龙辉‧1996‧《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杨向奎‧1997‧《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 

陈来‧2002‧《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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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 

陳來‧2006‧《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台北：

允晨文化‧ 

黄开国和唐赤蓉‧2004‧《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成都：

巴蜀书社‧ 

吕文郁‧2007‧《春秋战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张广志‧2007‧《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王美凤、周苏平和田旭东‧2007‧《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 

何怀宏‧2011‧《世袭社会：西周志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 

 

 

第七周  10 月 27 日  孔子的生平故事及其層疊累創 

 

 孔子的生平基本上也符合「層疊累創」的過程，要追尋「歷史上的孔子」和「聖

化的孔子」或「醜化的孔子」之間的區別其實是不容易的。所以在閱讀歷來各式各

樣的孔子傳記時，請多注意作者所參考的資料來源，其中我推薦錢穆的《孔子傳》，

考證嚴謹，言簡意賅，文筆雖非白話，但是應該不是閱讀的障礙。 

 

 我會先從《史記》〈孔子是家〉的記載出發，雖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靠處，但畢

竟是最早的一部傳記。雖然歷代有許多人都編過孔子的年譜，但是其中不少記載的

可靠性也是有問題的。 

 

《史記》〈孔子世家〉﹝版本眾多﹞ 

骆承烈‧主编‧1996‧《孔子祖籍考》‧郑州：中州古籍‧ 

﹝清﹞楊方晃‧1989‧《至聖先師孔子年譜》‧重印本‧濟南：山東友誼‧ 

梁啟超‧1945‧《孔子》‧台北：中華書局‧ 

許同萊‧1955‧《孔子年譜》‧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方覺慧‧1958‧《孔子編年記》‧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杜呈祥‧1958‧《孔子》‧台北：協志工業‧ 

黎東方‧1983‧《孔子傳略》‧ 

錢穆‧1987‧《孔子傳》‧台北：東大‧ 

王长华‧1997‧《孔子答客问》‧上海：上海人民‧ 

姬仲鸣‧1998‧《孔子》‧两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林存光和郭沂‧2000‧《旷世大儒－孔子》‧石家庄：河北人民‧ 

陈卫平和郁振华‧2000‧《孔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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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春禮‧2001‧《孔子》‧台北：廣達文化‧ 

孫小金‧2001‧《孔子》‧九龍：中華‧ 

李长之‧2002‧《孔子的故事》‧北京：北京‧ 

杨佐仁和宋均平‧2002‧《孔子传》‧济南：齐鲁书社‧ 

张宗舜和李景明‧2003‧《孔子大传》‧济南：山东友谊‧ 

伍晓明‧2003‧《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北京：北京大学‧ 

金景芳、吕绍纲和吕文郁‧2006‧《孔子新传》‧长春：长春‧ 

李木生‧2007‧《布衣孔子》‧北京：东方‧ 

李木生‧2007‧《人味孔子》‧郑州：河南文艺‧ 

黄伟林‧2007‧《孔子的魅力：重温孔子圣迹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金安平‧2008‧《孔子：喧囂十代的孤獨哲人》‧黃煜文‧譯‧台北：時報出版‧ 

李碩‧2010‧《貴族的黃昏：孔子和他生活的時代》‧北京：現代‧ 

杨义‧2015‧《论语还原》‧下册‧北京：中华‧ 

 

  

孔子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活水源頭，外國漢學家也不會放過研究他。各位可以

透過外國人的眼光，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孔子。 

 

Herbert G. Creel﹝顾立雅﹞‧(1949)2000‧《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郑州：

大象‧ 

Herbert Fingarette﹝赫伯特‧芬格莱特﹞‧(1972)2002‧《孔子：即凡而圣》‧彭国

翔和张华‧合译‧南京：江苏人民‧ 

Raymond Dawson. 1981. Confuci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tty Kelen. 1983. Confucius: Life and Legend.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郝大维和安乐哲﹞‧(1987)2005‧《通过孔子而思》

‧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 

Bryan W. van Norden. Ed. 2002.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athan Price﹝乔纳森‧朴赖斯﹞‧(2010)2012‧《孔子之路》‧陈东生和陈晨‧

合译‧济南：齐鲁书社‧ 

白川靜‧2013‧《孔子》‧韓文‧譯‧台北：聯經‧ 

 

 也有人將孔子生平寫成小說的，不過作者是日本人，海峽兩岸各有一個譯本： 

 

井上靖‧1990‧《孔子》‧刘慕沙‧译‧台北：时报文化‧ 

井上靖‧1991‧《孔子》‧王玉铃‧等‧合译‧沈阳：春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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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  11 月 3 日  孔子的思想(1)：為學、德行 

 

 從本周開始的連續四次我要討論孔子的思想。我要談的主要分成四個主題，本

周就是第一個主題，以孔子論學和德行的言論為主。 

 

 在《論語》中，這兩個主題的討論分散在各篇之中。不過，錢穆的著作曾經加

以編排，很方便讀者查考。其他幾本有關孔子的言論選集，也都有相關的篇章可以

參考。 

 

﹝清﹞孫星衍‧1991‧《孔子集語》‧台北：世界書局‧〈卷一勸學第一〉‧ 

周山和答浩‧编‧2007‧《走进孔子：《论语》之外的孔子语录精选》‧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第 3-97 页‧ 

吴龙辉‧编‧2007‧《孔子语录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第 1-200 頁‧ 

錢穆‧1987‧《孔子傳》‧台北：東大‧第 172-175 頁‧ 

胡楚生‧編‧2013‧《新譯論語新編解義》‧修訂本‧台北：三民‧ 

 

 

第九周  11 月 10 日 孔子的思想(2)：父子、君臣、朋友、夫婦 

 

 孔子的思想中有不少是有關人際關係的，特別是有關親子、君臣、和朋友之間

的關係。這就是本周要討論的重點。雖然孔子對於女人的討論很少，但是我也會嘗

試來解開這個謎團。這裏附上一篇英文的學術文章討論「子見南子」，看看外國研

究者怎麼注意到這個本國研究者比較忽略的問題。除了一般人都會注意到的孔子的

抽象教誨之外，我會特別強調從具體的故事來查考孔子的想法和作法之間的關聯。 

 

 錢穆的書中已經將《論語》中相關的言論加以整理，其他的文選也多半都有相

關的段落。 

 

﹝清﹞孫星衍‧1991‧《孔子集語》‧台北：世界書局‧ 

 〈卷二孝本第二〉、〈卷六主德第五〉、〈卷七臣術第六〉、〈卷八交道第七〉 

周山和答浩‧编‧2007‧《走进孔子：《论语》之外的孔子语录精选》‧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第 175-241 页‧ 

吴龙辉‧编‧2007‧《孔子语录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第 451-516 页‧ 

錢穆‧1987‧《孔子傳》‧台北：東大‧第 175-178, 191-1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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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gfried Englert and Roderich Ptak. 1986. “Nan-Tzu, or Why Heaven Did Not Crush 

Confuci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4: 679-686. 

 

 

第十周  11 月 17 日 孔子的思想(3)：禮樂、幽默及其他 

 

 本周要討論的是孔子對於禮樂這種規範或制度的想法，這是很多人認為是孔子

的核心思想。順便也要提一提一般人比較沒注意的部分：孔子的幽默。這裏附上一

篇英文的相關文章，以供有心多學的同學參考。最後也會討論一些前面沒有提到過

的孔子思想。 

 

周山和答浩‧编‧2007‧《走进孔子：《论语》之外的孔子语录精选》‧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第 101-172 页‧ 

吴龙辉‧编‧2007‧《孔子语录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第 201-207 页‧ 

錢穆‧1987‧《孔子傳》‧台北：東大‧第 188-191 頁‧ 

Christoph Harbsmeier, 1990. “Confucius-Ridens, Humor in the Analec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1: 131-161. 

 

 

第十一周 11 月 24 日 孔子的思想(4)：理想和終極理想 

 

 孔子的理想大家都說是「大同」，其實《論語》中並沒有這樣的記載。不過，《論

語》中也有零星的孔子希望的理想狀況。至於「大同」，那就要另外參考《禮記》

的〈禮運〉。其實「大同」是對應於「小康」的，這點往往被忽略。 

 

《禮記》〈禮運第九〉 

1 ﹝漢﹞鄭玄註‧《禮記鄭注》‧﹝版本眾多﹞ 

2 ﹝清﹞孫希旦‧1989‧《禮記集解》‧中冊‧北京：中華書局‧﹝繁體字版﹞第

581-623 頁‧ 

3 ﹝清﹞朱彬‧1996‧《禮記訓纂》‧上冊‧北京：中華書局‧﹝繁體字版﹞‧第

331-356 頁‧ 

4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上冊‧台北：商務‧第 361-388 頁‧ 

5 王文錦‧譯解‧2001‧《禮記譯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第 287-308 頁‧ 

6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2004‧《新譯禮記讀本》‧上冊‧台北：三民‧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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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周 12 月 1 日  孔子與弟子的師生關係及孔門子弟 

 

 《論語》中其實有不少並不是孔子說的話，也並不是所有的孔子弟子都出現在

《論語》中。這裡面難道潛藏著孔門傳承的問題嗎？我們可以透過對這些弟子言論

的重新排比，看出一些端倪，有時也看出孔門弟子的不同面貌，以及孔子的師生關

係﹝這竟然是儒家五倫關係中沒列入的一種重要關係﹞。 

 

 有關孔子弟子的原始記載出現在《史記》和《孔子家語》的相關篇章中。很可

惜的是，很多人指列出了他和孔子年齡的差距，而沒有其他的資料：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也有比較全面的二手研究論述： 

 

蔡仁厚‧(1969)1992‧《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商務‧ 

修建军‧编‧2004‧《孔门弟子》‧济南：山东文艺‧ 

杨朝明和修建军‧主编‧2004‧《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下面黃進興的研究很特別的是將「儒教從祀制」拿來和「基督教封聖制」作比

較，很值得一讀： 

 

黃進興‧2001‧〈聖賢與聖徒：儒教從祀制與基督教封聖制的比較〉，收入其《聖賢

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台北：允晨‧第 89-179 頁‧ 

 

 

第十三周 12 月 8 日 魏晉南北朝之前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孔子因為被後世尊為「至聖先師」，所以後人都是看到「正面的聖化的孔子」。

可是魏晉南北朝之前的子書中有不少拿孔子開玩笑的段落，其實也可以反映出來孔

子的各種側面，甚至是反面。下面這本文即是目前唯一可見各種相關文獻的整理，

可惜是簡體字，也沒有註解，希望您能根據書中所列去找到相關繁體字或是有現代

譯文的書來對照參考。這好像是「尊孔」的人所不屑一顧的，作學術研究就不應該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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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张荣华和吴根梁‧1990‧《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 

 

第十四周 12 月 15 日 孔子思想的「正典化」 

 

 孔子在後世被尊為聖人，和他的思想內容當然有關。記載他思想內容的《論語》

也跟著成為中國文人必讀必考的「經」書之一。本周要探討孔子思想的「正典化」，

特別是注重歷代注疏詮釋傳統的流變，以及其和詮釋者和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關

聯。 

 

 這方面的通史性著作是日本學者松川健二的《論語思想史》，大陸學者的幾本

著作主要以漢魏六朝時期的論語學為主，沒有向下延伸的研究。 

 

松川健二‧(1994)2006‧《論語思想史》‧林慶彰、金培懿、陳靜慧和楊菁‧合譯‧

台北：萬卷樓‧ 

唐明贵‧2005‧《《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宋钢‧2007‧《六朝论语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第十五周 12 月 22 日 孔子形象的「神聖化」 

 

 孔子的思想和他的形象當然是息息相關的。但是有些時候，形象是指讀者心中

的整體印象，有時則是形之於圖象的形象。孔子的形象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在後代的

學者書中產生出不同的形象，這和後世「儒家」的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有著絕大的

關係。 

 

孔子的時代沒有畫像，但是後人卻可以從想像中具體畫出孔子的模樣，而這些

模樣卻又同中有異，顯示出的應該是歷代對於「聖人形象」的期待吧！ 

 

陈金文‧2004‧《孔子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林存光‧2004‧《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济南：

齐鲁书社‧ 

李冬君‧2004‧《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骆承烈和孔祥明‧编‧2003‧《画像中的孔子》‧上海：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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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篇英文文章專門研究明朝末年的孔子聖蹟圖，可供志學的同學參考： 

 

Julia K. Murray. 1997. “Illustrations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 Their Evolution,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in Late Ming China,” Artibus Asiae, 57, 1/2: 73-134. 

 

 

第十六周 12 月 29 日  孔府代代相傳的「世襲化」 

 

 孔子的神聖化帶動著孔門受到歷代政權特許的「世襲化」，最厲害的是，這種

世襲是不隨著改朝換代而輪替。本周的主題就是要看看歷代孔府和「曲阜廟城」的

形成。並希望探討在民主時代，孔府存在的意義何在。 

 

﹝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重印本‧濟南：山東友誼‧ 

﹝明﹞陳鎬‧1989‧《闕里誌》‧重印本‧濟南：山東友誼‧ 

﹝清﹞鄭曉如‧1989‧《闕里述聞》‧重印本‧濟南：山東友誼‧ 

黃進興‧(1993)1994‧〈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陸雜誌》，86，5，

亦收入其《優入聖域：權力、信仰和正當性》‧台北：允晨‧第 163-216 頁‧ 

黃進興‧1994‧〈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新史學》，5，2(六

月)，亦收入其《優入聖域：權力、信仰和正當性》‧台北：允晨‧第 217-311

頁‧ 

孔繁银和孔祥龄‧2002‧《孔府内宅生活》‧济南：齐鲁书社‧ 

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和吴承照‧2002‧《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 

黄进兴‧2014‧《皇帝、儒生与孔庙》‧北京：三联‧ 

 

 

第十七周 1 月 5 日 尊孔與反孔的歷史糾結 

 

 歷代政權尊孔，但是還是有零星的不同的聲音，有人反對孔子被聖化而扭曲，

有人則是「反孔」，甚至要「打倒孔家店」，特別是廿世紀發生的兩次「反孔」運動，

更是值得後人從中省思未來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研究，特

別是我們社會學可以有怎樣比較不一樣的觀點可以貢獻。 

 

《禮記》〈儒行第四十一〉 

7 ﹝漢﹞鄭玄註‧《禮記鄭注》‧﹝版本眾多﹞ 

8 ﹝清﹞孫希旦‧1989‧《禮記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繁體字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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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1410 頁‧ 

9 ﹝清﹞朱彬‧1996‧《禮記訓纂》‧下冊‧北京：中華書局‧﹝繁體字版﹞‧第

856-865 頁‧ 

10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下冊‧台北：商務‧第 948-959 頁‧ 

11 王文錦譯解‧2001‧《禮記譯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第 885-894 頁‧ 

12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2004‧《新譯禮記讀本》‧下冊‧台北：三民‧第頁‧ 

 

Lionel M. Jensen. 1993. “The Invention of Confucius and His Chinese Other ‘Kong 

Fuzi,’” Positions, 1, 2: 414-459. 

 

魯迅‧1990‧《故事新編》‧台北：風雲時代‧ 

于春松‧2003‧《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林存光‧2004‧《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济南：

齐鲁书社‧ 

李冬君‧2004‧《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宋志明和刘成有‧2004‧《批孔与释孔—儒学的现代走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徐庆文‧2004‧《批判与传承—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孔子研究》‧济南：山东人

民‧ 

 

第十八周 1 月 12 日 期末考 

 

上課會解釋進行的方式和評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