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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國學常識：經史子集 

一、中國語文學術的發展架構表 

文字 經 史 子 散文 韻文 小說 文學批評

夏

商 甲骨文

西周 金文 詩、書、

易

東周

春秋 籀文（西

土）

春秋、左

傳

國語 老子、

孔子

史 傳 散

文

哲 理 散

文 

（詩經） 神 話 傳

說

戰國 東 土 古

文（蝌蚪

文） 

 戰國策 諸 子 百

家 
 楚辭 寓言  

秦 小篆   呂 氏 春

秋

    

西漢 隸書 五經 

詩 書 易

禮春秋 

史記 淮 南

子、董仲

舒 

史傳、政

論散文 

漢賦 

樂府詩 
  

東漢 草書 

 
許慎《說

文解字》 

 漢書      

三國 建 安 風

骨

古 詩 十

九首

曹 丕 〈 典 論

論文〉

晉 行書

（ 蘭 亭

集序）

三國志 玄學（竹

林七賢）

孔 雀 東

南飛

志 怪 小

說

南北

朝

後漢書 駢賦 劉勰

《 文 心 雕

龍》

鍾嶸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9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文字 經 史 子 散文 韻文 小說 文學批評

《詩品》

隋唐 楷書 孔穎達

五 經 正

義

十 二 經

（ 論 、

孝 、 爾

雅）

通典 佛學

（禪宗）

外來語

唐 宋 古

文 八 大

家（韓、

柳）

唐詩、

律賦

傳奇

五代 五代詞

宋

北宋 資 治 通

鑑 

宋 明 理

學 

歐、曾、

王、三蘇

宋詞、

文賦 

話本

南宋  十 三 經

（孟子） 

四書：論

孟 、 中

庸、大學

袁樞‧通

鑑 紀 事

本末、 

鄭樵‧通

志

     

元   馬 端

臨‧文獻

通考 

  曲   

明    王 陽

明：心學

小品文  章 回 小

說 
 

清    樸學（考

據學）

桐 城 古

文

   

民國 新 元 史

（ 廿 五

史）

白話文 現 代 小

說

王 國 維 《 人

間詞話》

二、 國學常識（經、史、子、集） 

四庫（經史子集）統整

四

庫

全

經部 詩、書、易、三禮、春秋、三傳、四書、孝經、爾雅、小學

史部
正史、編年、記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

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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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子部

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科學、小說家、

藝術、雜家、釋家、道家

集部 楚辭、別集、總集、文評、詩詞、曲賦…等文學作品 

十三經重點整理

書名 內容

周易

作者：

伏羲氏畫八卦 

周文王重定為六十四卦，春秋時孔子作十翼，由卜筮之書升為哲學之書（易歷三

聖：伏羲、文王、孔子） 

周易的定義：東漢鄭玄以為易有三易：簡易、不易、變易

內容多記載天理、人事、陰陽的變化

尚書

尚書又名「書」，尚即為「上」之意，尚書乃古代之書。元代以後通稱書經

為中國最早史書（散文、記言體之祖），起自堯舜，止於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內容

多記政事、記言（質樸） 

今存五十八篇，通稱為「偽古文尚書」，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典

謨、訓誥、誓、命六體。 

上古帝王告令彙編 

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詩經

詩經為中國最早詩歌總集、四言古詩代表、純文學與韻文之祖

時間：網羅春秋中葉以前五、六百年之作品、為中國北方文學代表 

風格：當時社會狀態、內容寫實。但各篇篇名與篇旨無關 

內容：風分十五國風、雅分二雅（大小雅）、頌分三頌（周、魯、商） 

體裁風：多為民間歌謠 雅：多為士大夫所詠 頌：多祭祀時頌讚之樂歌

作法賦：鋪陳直敘（即直敘法）比：托物擬況（即比喻法）興：因事而發（即

聯想法）

風、雅、頌、賦、比、興合稱「六義」

內容多為言志（歌詠心情）、雅正之音（恆久）

漢代傳詩有四家：齊（齊人轅固生）、魯（魯人申培公）、韓（燕人韓嬰，僅存《韓

詩外傳》）、毛（魯人毛亨，毛詩），三家皆亡，僅存《毛詩》傳世。

周禮

為周代理想中的官制典籍，戰國時代的建國理想規劃，為研究先秦政治經濟制度最

有用的典籍

漢代原稱《周官》，西漢劉歆始稱《周禮》，並立於學官

書分六篇：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

唐時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係受六官影響而來

周禮與儀禮、禮記合稱「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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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內容

儀禮

又稱士禮，內容記載貴族一生中成年、結婚、朝覲及喪祭等詳細儀式。古代士階級

的禮節彙編

漢代指的五經之「禮」，指的就是「儀禮」；唐以後言五經，禮經指「禮記」（小

戴禮記）

禮記

孔子弟子及其後學所作，內容多為解釋禮經（儀禮）的資料

西漢戴德取傳文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未入十三經）。

戴德之姪戴聖取四十九篇，為小戴禮記，為十三經之一。

大學、中庸為其中兩篇。內之禮運大同篇提出大同社會的理想

左傳

又名春秋內傳，相傳為春秋時魯國太史左丘明所作

內容為古文經，採編年記事體，以魯史為中心，但略提及同時代諸國之事

以記事為主。所記史事，時間起自魯隱公元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春秋）

為先秦歷史散文之佳作，對後世的史學及文學影響甚遠，漢代的司馬遷、班固，唐

代的韓愈、柳宗元，皆受其沾溉。 

唐以後所言之五經，春秋乃指「左傳」。 

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公羊傳 
或以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 

內容解經多釋義例，而少記史事 

穀梁傳

作者：相傳為穀梁氏所撰

內容解經多釋義例，而少記史事 

與公羊傳同為今文經，兩者內容之起訖年代亦相同 

論語

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彙編，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集錄整理，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料。 

二十篇（以首句名篇，篇名與篇旨無關） 

孟子
原屬於子部，南宋初年朱熹為表彰孟子，將其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

南宋光宗時列入十三經，是最晚入十三經者

孝經

孝是天經地義，人所當行，故又稱孝經

現代多認為孔子或曾子所著

全書內容共十八章，為十三經中內容最少者

十三經中唯一在漢代之前就稱經者，且唐代有唐玄宗為其作注

爾雅

「爾雅」指雅正之言

古代解釋文字字義的書（訓詁書），類似現代的字典。蒐集古書之傳注解釋，歸納

編列之辭典

我國最早之訓詁書（解釋古書中詞句意義的書）及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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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

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

《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

《元史》、《明史》、《新元史》

2.四史

書名 作者 體制 卷書 內容

史記
司 馬 遷

（私）

紀傳體

通史
130 篇 

時間起至黃帝，終於漢武帝。約兩千五百年

內容為本紀二十篇，記帝王事蹟；世家三十篇，

記諸侯與其興衰；列傳七十篇，記社會各類人物；

表十篇，記各時期發生之大事；書八篇，記典章

制度

價值：通史之祖、紀傳體之祖、正史之祖

文字雄深雅健，清金聖嘆列為六才子書之一

漢書 

班彪、 

班固、 

班昭、 

馬 續 四

人合成 

紀傳體 

斷代史
100 篇 

時間起自漢高祖，終於王莽之誅 

內容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總和共

一百篇 

與史記的不同為：沒有世家，將史記的「書」改

為「志」，以詳典章制度，世家合併為列傳

「藝文志」為班固所創 

價值：為中國史書斷代史之祖；在文學、史學上

與史記齊名，自漢以後各代之正史，均以漢書為

其範本 

後漢

書
范曄

紀傳體 

斷代史
120 卷 

時間起自東漢光武帝，止於漢獻帝 

於范曄之前，已有不少人撰寫後漢的歷史，范曄

將所有史書斟酌去取，編著成後漢書。取代了《東

觀漢記》成為後代正史

三國

志
陳壽

紀傳體

斷代史
65 卷 

時間始於魏文帝，止於晉武帝

內容以曹魏為正統，後世對此行為頗有批評

歷史家學裴松之注引文豐富，有極高價值

子部

儒家

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就是「愛有等差」

孔子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

孟子主張性善、倡仁義、法先王、貴民輕君；荀子主張性惡、隆禮樂、法後王

我國學術以儒家為主流。漢武帝時採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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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明鬼

君權力至上，統治一切，乃有「尚同」之說

兼相愛，交相利。學說大抵以「愛、智」為主，孟子斥之為「無父」

道家

崇尚自然，主張清靜無為。主張全神養世以處亂世，放浪形骸，發展為魏晉之玄學

漢初結合黃帝與老子，故後世常「黃老」並稱

楊朱主張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孟子因而斥之為「無君」

主要人物為：老子、莊子、楊朱

法家

嚴賞罰，貴法治，推本於黃老（影響後世人君治國甚鉅）

依法決情，刻薄寡恩，不論親疏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過於尊君為大病

韓非之學本出於荀子，源本於儒家，而成為法家，又歸本於道家

商鞅（尚法）、申不害（尚術）、慎到（尚勢）、韓非（集大成）

名家

辨明名實，重在正名定分，但卻流於詭辯

「離堅白、白馬非馬，好人非人」之辯，類似今天的理則學

主要代表人物：公孫龍、惠施 

雜家

雜取諸家之學說，本身無一定宗旨 

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參雜道家、法家各家之學說，不主於其中一家，也無新創之學說

呂不韋集門下共成《呂氏春秋》。 

漢代淮南王劉安與門下賓客共著《淮南子》 

農家
主張君民並耕，賢者與民共耕而食

代表人物：許行 

陰陽家 鄒衍主張「五德終始說」，順時敬天，敬授民時，為後世星象堪輿之濫觴 

縱橫家 
審查時勢，以遊說、權術說服天下諸侯，以合縱、連橫為外交政策，遊說六國抗秦

代表人物：蘇秦、張儀 

小說家

稗官野史 

街談巷議，道聽途說 

一般不列入十家之中，去之則稱「九流」

集部

楚辭類 楚辭、短賦、古賦、俳賦、散賦。

別集類 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禎、清代

總集類 《昭明文選》、《花間集》、《樂府詩集》、《唐詩三百首》、《古文辭類纂》

詩文評類 《文心雕龍》、《詩品》等，為文學批評專書。

詞曲類 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之屬、南北曲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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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擇錄】

孔子之為人

原文 寓意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以天下人之安樂為志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讚美孔子安貧樂道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對不義的富貴，無動於心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自述對周文化的嚮往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孔子「懷才待聘」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自述為學之樂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藉以勉人「虛心向學」

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由晨門之言，可知孔子積極用世之精神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不可消極的隱居山林，而應該積極的匡濟時艱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退朝而居，容色顯得舒適愉快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形容孔子之「容態中和，莊敬自然」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形容孔子之「重人賤畜」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意謂夫子以仁存心，取物有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 
孔子具備惻隱、慈悲之心 

一、 孔子論學（德行、言語、政事、文學） 

孔門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原文 寓意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自述）

自述一生進德修業之序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歲月如流，勉人及時進學，溫故知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學習）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勉勵人及時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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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寓意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之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習的功用）

雖具有美質，但仍須經由「學」才能成就德

性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學貴有恆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為學不可以始勤終懈，致前功盡棄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 孔子責備冉求畫地自限，半途而廢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思並重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
憑空思考不如實際去學習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勉勵人堅定心志，進而努力向學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 

為學貴在「以簡馭繁、融會貫通」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孔子告訴子路：為學不可強不以知為知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意思為「學常無師」 

擇期善者而從知，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見不賢者而自我反省 

不惑之年：指四十歲。意同「強仕之年」 賢賢易色：以敬重賢人的心態，來替代愛好女

色的心 後生可畏：比喻年輕人前途無量；或當作讚美的詞語，指有志氣有作為的青年 苗

而不秀：形容人未長成而早夭，或有學而未有所成 畫地自限：自作拘束，不求長進

二、 孔子論孝 

原文 寓意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行孝道時不可違背禮節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倒

裝：父母唯憂其（子女）疾）
教導人善體親心，珍重自愛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
孝親應和其顏色以悅親心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勉人即時行孝

（曾子）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曾子戒慎守身，能全節而終

（曾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在位者能盡孝並且不忘本，則風俗可歸於淳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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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履薄：比喻小心戒懼 勞而不怨：比喻憂愁卻不埋怨

四、孔子論仁 

原文 寓意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勸戒人不要諛言諂媚，而損仁德

擇不處仁，焉得知 智者擇仁厚之鄉而居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形容不仁者飢寒起盜心，飽暖生淫慾

唯仁者能好仁，能惡人 仁者無私心，好惡皆中於理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形容志士仁人，視仁德重於生命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實踐仁道，當克除私欲，言行守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是「克己復禮」的功夫，也是「行仁之方」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實踐仁德在於「主敬行恕」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實踐仁德在於「出言謹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說明培育仁德，當有明師益友的輔導切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行仁者之方在於「推已及人」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謂仁道本我所有，求之不難 

當仁，不讓於師 勉勵人應當勇於為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 

君子以仁立名。急遽苟且之時（造次），顛

沛流離之際（顛沛），也需要堅守仁道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形容富貴貧賤的去取，皆應合乎「仁道」

五 孔子論道德修養 

原文 寓意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孔子感嘆人有過失而不能自責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法言（正言之），巽言（婉言之）。比喻虛

心受教，以遷善改過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善者自免，不善者自警，皆有所進德。

以約失之者，鮮矣！ 免人多謹慎節制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教人謹言力行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比喻大言不慚者，難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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