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墨子

開課學期 100-1

開課系所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授課教師 鄭傑文

課程識別碼

課號

班次

學分 3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大學部

總人數上限：50人

核心能力關聯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主要內容為：以半學年的時間，講授墨家與墨學相關基

礎知識，領讀《墨子》的《節葬》、《節用》、《非攻》、《兼愛》、《天

志》、《明鬼》、《尚賢》、《尚同》、《非樂》、《非命》諸篇。上課採取的

是教師講授、領讀與教師提問、師生討論相結合的方式。

課程目標

培養大學部學生關於墨子、墨家、墨學的基礎知識，通過研讀《墨

子》相關篇章，掌握墨家的社會思想學説，進而了解墨家在戰國

時期的社會作用。

課程要求

1.學生課前預習相關《墨子》篇章。
2.學期中完成作業一篇。
成績評量方式： 
作業佔 40%。 
期末考試佔 60％。 
無故缺席一次扣總分 2分，缺席 5次以上，取消上課資格。

Office Hours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孫詒讓：《墨子閒詁》，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或其他版本]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

社，1975。

錢穆：《墨子》，《萬有書庫》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

王冬珍：《墨學新探》，臺灣，世界書局，1980。

（二）期刊論文 
《墨學要義之省察（上）》 唐亦男 《人生》（臺灣）第 23卷 6—7期，1962年 2月。

《墨學要義之省察（下）》 唐亦男 《人生》（臺灣）第 23卷 8期，1962年 3月。

《墨子與晚周諸子》 熊公哲 《文海》（臺灣）第 3期，1963年 5月。

《墨學根本觀念之解析（上）（中）（下）及附注》 陳問梅 《民主評論》（臺灣）第 15

卷 6、7、8、9期，1964年 3月、4月、5月。

《楊墨之道與孔子之道（一）（二）（三）（四）》 洪順隆 《學粹》（臺灣）第 8卷

2、3、4、5期，1966年 2、4、6、8月。

《墨子的思想體系及其功利主義（上）（下）》 嚴靈峰 《國魂》（臺灣）第 260、261

期，1967年 7月、8月。

《現存〈墨子〉諸篇內容之分析及其作者的鑒定》 嚴靈峰 《幼獅學志》（臺灣）第 6卷 3

期，1967年 10月。

《墨家》 梅貽寶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39期，1969年 10月。

《闡楊墨學，振奮民族精神（一）》 詹斌 《中興評論》（臺灣）第 17卷 12期，1970年

12月。

《闡楊墨學，振奮民族精神（二）（三）（四）》 詹斌 《中興評論》（臺灣）第 18卷

1、2、3期，1971年 1月、2月、4月。

《墨子書中的“儒”（上）》 周富美 《故宮圖書季刊》（臺北）第 3卷 4期，1973年 4

月。

《墨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1卷 12期，1973年 5月。

《墨家愛人利民之精神》 史墨卿 《學園》（臺灣）第 8卷 7、8期，1973年 5、6月。

《墨子的實學》 周富美 《文史哲學報》（臺灣）第 22期，1973年 6月。

《墨子書中的“儒”（下）》 周富美 《故宮圖書季刊》（臺北）第 4卷 1期，1973年 7

月。

《墨家剛健不荀之精神》 史墨卿 《學園》（臺灣）第 8卷 10期，1973年 8月。

《墨子精神探源》 史墨卿 《高雄師院學報》（高雄）第 2期，1973年 12月。

《墨家革新創造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2卷 7期，1973年 12月。

《墨家力行實踐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2卷 10期，1974年 3月。

《墨家和平濟世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3卷 9期，1975年 2月。

《墨家犧牲奮鬥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4卷 1期，1975年 6月。

《墨子概述（上）（中）（下）》 田風台 《民主憲政》（臺灣）第 47卷 2、3、4期，1975

年 6、7、8月。



《墨家平等互助之精神》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4卷 4期，1975年 9月。

《墨子求知不倦之精神》 史墨卿 《生力》（臺灣）第 10卷 101、102期，1976年 3月。

《墨子論叢（上）（下）》 史墨卿 《建設》（臺灣）第 25卷 1、2期，1976年 6、7月。

《墨子與墨學》 牟宗三 《鵝湖》（臺灣）第 5卷 11期，1980年 5月。

《墨子學述（上）（中）（下）》 梅貽寳 《中國文化月刊》（臺灣）120、121、122

期，1989年 10月、11月、12月。

《多元社會與墨子思想的價值（上）（中）（下）》 譚宇權 《中國文化復興月刊》（臺

灣）第 23卷 4、5、6期，1990年 4月、5月、6月。

《廿一世紀墨子倫理思想的展望》 張振東 《哲學論集》（臺灣）1996年 6月。

《墨子兼愛與多瑪斯·默燈：一些聯想和隨想》 Daggy，Rober E 《哲學與文化》（臺

灣）1996年 11月。

[近十年的相關論文可檢視網絡]

指定閱讀 孫詒讓：《墨子閒詁》 

評量方式

(僅供參考)

作業佔 40%。 
期末考試佔 60％。 
無故缺席一次扣總分 2分，缺席 5次以上，取消上課資格。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週   講授：墨子、墨學與墨家

第 2週   導讀：《墨子》之《節葬》

第 3週   導讀：《墨子》之《節葬》

第 4週   導讀：《墨子》之《節用》

第 5週   導讀：《墨子》之《節用》

第 6週   導讀：《墨子》之《非攻》

第 7週   導讀：《墨子》之《非攻》

第 8週   導讀：《墨子》之《兼愛》

第 9週   導讀：《墨子》之《兼愛》

第 10週   導讀：《墨子》之《天志》

第 11週   導讀：《墨子》之《天志》

第 12週   導讀：《墨子》之《明鬼》

第 13週   導讀：《墨子》之《明鬼》

第 14週   導讀：《墨子》之《尚賢》

第 15週   導讀：《墨子》之《尚同》



第 16週   導讀：《墨子》之《非樂》

第 17週   導讀：《墨子》之《非命》

第 18週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