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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20 日) 

科目編號 CHC5314 

科目名稱 《詩經》與中國文化 (The Book of Poetry and Chinese Culture)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陳婧博士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五 (18:30-21:30) / QR610 

科目宗旨 

 

本課程旨在概述《詩經》跨時代跨地域的文化，歷史和文學

意義。長期以來，《詩經》一直被認為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重

要著作。它已通過翻譯在世界其他地區廣泛傳播。無論是在

古代還是現代，不同學科的諸多中外學者都對《詩經》進行

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詮釋。 

本課程為同學提供以跨文化的視角閱讀《詩經》全書的機

會，讓同學探索學習《詩經》作為一本儒家經典，以及一本

文學選集是如何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閱

讀被詮釋的。通過集中閱讀《詩經》全書和閱讀關於《詩

經》的研究著作，學生將欣賞《詩經》和中國古典詩之美，

學習傳統和現代社會不同朝代不同社會對《詩經》的理解，

並由此了解中國文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諸多方面。因

此，本課程最終將使學生不僅對《詩經》有一個基本的了

解，而且對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整個中國文化都有基本的

了解。 

 

學習成果 
 

同學完成本課程的學習後，將能夠： 
 
a) 了解《詩經》的結構、內容、流傳。 
b) 欣賞《詩經》及中國古典詩之美。  
c) 了解漢代到當代對《詩經》詮釋的歷史演變。 
d) 掌握從不同學科角度分析《詩經》的方法。 
e) 了解《詩經》於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意義。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詩經》與中國文化概述：《詩經》為何重要？ 
2. 《詩經》在東亞世界及歐美的流傳  
3. 《詩經》原文細讀、譯文欣賞、現代解讀（一）：風  
4. 《詩經》原文細讀、譯文欣賞、現代解讀（二）：雅  
5. 《詩經》原文細讀、譯文欣賞、現代解讀（三）：頌  
6. 《詩經》與經學：《詩經》的經典化與漢唐儒家的解讀 
7. 《詩經》與理學：「淫詩」說及理學家對《詩經》的解讀  
8. 《詩經》與文學：明清對《詩經》的解讀  
9. 《詩經》與文學理論：意象與中國古典詩學理論  
10. 《詩經》與表演藝術：口頭文學視野下的《詩經》 
11. 《詩經》與民俗研究：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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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詩經》與自然科學：《詩經》名物學  
13. 《詩經》的跨文化跨學科意義 

教學方式 本課程以講課、課堂討論、網絡討論、小組口頭報告等方式

進行。授課期間，教師會結合《詩經》原文細讀及介紹與

《詩經》相關的研究成果，從而引導學生的課堂討論。 
 
學生須在課前閱讀指定閱讀材料，參與每週閱讀材料的網絡

討論，在授課期間參與課堂討論。從第二週開始，學生須分

組完成課堂小組口頭報告，在口頭報告中學生須總結本週課

程閱讀材料的主要論點，提出討論問題以引導課堂討論。 
 
除此之外，學生須在期中完成一份書面讀書報告，以及在期

末完成一份期末論文。 
 
 

考核方式  
Specific assessment 
methods/tasks  

% 
weighting 

Intended subject learning 
outcomes to be assessed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a b c d e  

1. 網上討論（每

週貼文 250 字左

右）與課堂參與 

 

10       

2. 讀書報告 （約

1000-1500 中文漢

字） 

 

30       

3. 課堂小組口頭

報告 

 

20       

4. 學期論文（約

3000-3500 中文漢

字 ， 不 包 括 注

釋） 

 

40       

總計 100 %  

 
本科的評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是每週閱讀材料的網絡和

課堂討論，佔總分百分之十，要求每位學生在課前，在網絡

討論版上發佈對閱讀材料的簡單概括與自己的疑問，用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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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學生對閱讀材料的理解，從而促進學生在課前和課上的交

流及討論。 

第二部分是讀書報告，佔總分百分之三十。教師將指定一本

或兩本有關《詩經》研究的著作，從而考核學生閱讀學術著

作的能力，以及對學術著作主要觀點的總結歸納能力。 

第三部分是課堂小組口頭報告，佔總分百分之二十。學生須

總結本週課程閱讀材料的主要論點和論述過程，並分組合

作，以流暢的口語做報告，這可以考核學生閱讀學術著作的

能力，批判性提出問題的能力，與他人協同合作的能力，以

及其口頭表達能力。 

第四部分是學期論文，佔總分百分之四十，可評估學生進行

獨立專題研究及獨立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學生需在教師指

導下選擇感興趣的題目，閱讀一定數量中英文著作，以學術

論文的規格撰寫學期論文，也藉此機會同時考核其閱讀寫作

能力及語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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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st of assigned readings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mester.) 

（具體閱讀材料將於第一節課公佈） 

 

授課語言 中文 (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