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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一、課程概述
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中，明清文學一方面上承歷朝文學之成績，

而有總結性的繼承與批判，一方面也因時代風會所趨，對民國以來之文學

新貌，亦有隱微曲折之啟發影響，其豐富之文獻資源與蘊含議題，值得深

入研討闡釋。本課程將以明代中葉至清朝中葉之文士與才女詩文為主要觀察

範疇，引導學生研讀文本與相關論述，抉發問題，進行交流討論。

二、課程目標
  1、引導研究生熟悉明清文學的相關文獻，培養專業知識。

2、能相應地掌握並開創研究議題，拓展明清文學的研究面向與深度。

三、課程進度（含期中、期末考每學期請安排18週）
上學期

1、緒論

2、明代復古文學思潮與詩文風尚

3、明代性靈文學思潮與詩文風尚

4、復古與創新：王世貞等詩文討論

5、復古與創新：王世貞等詩文討論

6、語言與修行：屠隆等詩文討論

7、語言與修行：屠隆等詩文討論

8、疾病與書寫：徐渭詩文討論 

9、性靈與語文：袁宏道等詩文討論

10、性靈與語文：袁宏道等詩文討論

11、性靈與學古：鍾、譚等詩文討論

12、性靈與學古：鍾、譚等詩文討論

13、實體與文本空間建構：祁彪佳、商景蘭詩文討論

14、實體與文本空間建構：祁彪佳、商景蘭詩文討論

15、愛情與責任：陳子龍、柳如是詩文討論

16、愛情與責任：陳子龍、柳如是詩文討論



17、貧士與才女家族：葉紹袁、沈宜修等詩文討論

18、貧士與才女家族：葉紹袁、沈宜修等詩文討論

下學期

1、緒論

2、明清之際的生死抉擇與身份認同

3、明清之際的遺民與貳臣

4、清代文學思潮的分歧與折衷

5、紈絝與遺老：張岱等詩文討論

6、紈絝與遺老：張岱等詩文討論

7、千里壯遊：屈大均詩文討論

8、孤軍轉戰：張煌言詩文討論

9、絕域客懷：吳兆騫等詩文討論

10、絕域客懷：吳兆騫等詩文討論

11、紅顏與貳臣：錢謙益、柳如是詩文討論

12、紅顏與貳臣：錢謙益、柳如是詩文討論

13、才女漂泊：黃媛介等詩文討論

14、才女漂泊：徐燦等詩文討論

15、追憶浮生：冒襄等詩文討論

16、廣陵絕調：陳維崧詩文討論

17、滿族才士與才女：納蘭容若、顧太清詩文討論

18、己亥雜詩：龔自珍詩文討論

四、課程要求 
  1、依課程規劃進度作課前準備，研讀相關文獻。

2、課堂上參與討論交流。

3、上下學期各撰寫學術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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