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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白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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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

• 《老子》导读

• 《庄子》导读

• 《论语》导读

• 《荀子》导读

• 《孟子》导读

一、课程概况



一、课程概况

学术性地理解经典

课程大纲.pdf

• 2学时

• 40-80人

• 全校各年级各专业，大一、大二居多

• 以议题为中心

• 课堂讲解+讨论

• 4-5次周学时以外的小班导修/讨论

• 平时参与+讨论稿+默写+期末闭卷

课程大纲.pdf


二、问题与挑战

 初读经典时有畏难情绪

 缺乏独立阅读经典的经验与方法

 缺乏理解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意识与思路

 较难直观到经典与现代之间的关联



三、对策与经验

1. 珍视对文本的第一感觉

2. 选好入手点，先适当避开难点，采取迂回路径

3. 注重对阅读方法的示范

4. 通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引发兴趣与追问

5. 引导学生建立文本与自身生活经验间的联想



1.珍视对文本的第一感觉

• 《老子》文本的结构和语言对阅读造成极大挑战

→不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初读之下望而生畏

• 极易对阅读能力产生怀疑，转而依赖“权威”理解

• 先入为主，阻碍自发地思考、质疑



2. 选好入手点，先适当避开难点，采取迂回路径

• “什么是道？”“什么是无为？”“什么是自然？”

• “无为”：理想治理者、良好社会秩序

•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

•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17章）

• 引入对比性视角：在儒道对比的维度明晰《老子》观察世界、理解人之为人的独特视角



3. 注重对阅读方法的示范

• 发现文本内部的有机联系

• 着眼文本细节，借助分解问题锻炼推敲能力



3. 注重对阅读方法的示范

发现文本内部的有机联系

 “形式底系统”与“实质底系统”（冯友兰）

 在文本内部发现诸代表性表述之间的呼应

 “彼此独立的词”vs.“互作注脚的网”

 思想的整体气质

 局部文本与总体思想取向间的相互观照和呼应

 阅读思路的建立对阅读的乐趣与成就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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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对阅读方法的示范

着眼文本细节，借助分解问题锻炼推敲能力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虚其心，实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第3章）

(1)《老子》为何主张“不尚贤”？这一主张针对的是什么问题？

(2)“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除了字面的意思外，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涵义？

(3) 如何能够真正地实现“民的无知无欲”以及“智者之不敢为”？



3. 注重对阅读方法的示范

着眼文本细节，借助分解问题锻炼推敲能力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

见而名，不为而成。”（第47章）

(1)为什文本声称“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见天道”？

(2)圣人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甚至“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

是在主张“生而有知”以及完全排斥任何后天知识的摄取吗？

(3)我们有没有可能结合《老子》思想之整体来揭示这些观点的真实涵义？



4. 通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引发兴趣与追问

• 课堂讨论主力来自于爱思考的学生

• 有价值的问题会引起爱思考学生的兴趣

• 问题来源于过往的普遍性争议、典型性误解及困惑

• 回答问题=与别的解读者构建对话

• 具争议性理解、贴标签式理解、有明显偏差甚至误导性理解

问卷.doc

问卷.doc


4. 通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引发兴趣与追问

• 道家是出世的，其思想是消极退守的，是属于隐士的哲学；

• “道”是神秘不可言说的；

• “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的意思；

• 《老子》思想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核心要义是主张愚民；

• 《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显示其提倡的是一种反智的哲学、主张要消弭

一切欲望。……



4. 通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引发兴趣与追问

• 悬念性设问往往最能引起读者注意

• 《老子》中的特有表述为设问提供了天然的文本资源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5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第73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47章）

 否定性话语：无为、无事、无知、无欲；不言、不争、不敢为

 虚、静、弱、朴



4. 通过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引发兴趣与追问

• 初读之下的紧张感最有助于引起学生的好奇与追问

• 教师的作用不仅在于解答问题，更在于揭示矛盾、抛出问题

• 适时地、有组织性地将文本阅读中产生的紧张感暴露在学生的视野

• 必要时对问题加以分解和说明



5. 引导学生建立文本与自身生活经验间的联想

• 《老子》典型的思维方式仍深植于中国人的血液

• 理解经典之为经典的原因，实现经典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接引



五、引导学生建立文本与自身生活经验间的联想

《老子》典型的思维方式仍深植于中国人的血液

 今人与古人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特别大的隔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58章）

 正反相生，正反互转

 戒慎心态（“不欲盈”）



5. 引导学生建立文本与自身生活经验间的联想

理解经典之为经典的原因，实现经典与个体生命间的接引

 人类的基本问题超越古今中西

 阅读的过程即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老子》对人、社会、世界的理解具有超时空意义

 人之有限 vs.世界之无限

 世界的流动性与整体性

 动态的平衡



四、反思与展望

• “什么样的现代问题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 “什么样的问题能够与《老子》思想切实发生关联而非强作联想”

• 立足文本自发地思考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基因编辑婴儿”）

• 老师需要对热点问题、前沿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注重平日积累

• 向文本之外扩展：比较哲学视角（“道”与“上帝”；《老子》的“无知”与苏格拉

底的“无知”）

• 学术性阅读、表达与写作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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