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中文： 古文字學專題(研) 

英文：Seminar on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1)

開課學期   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

開課系所 中文系

授課教師 周鳳五

課號

(若尚未確認可從缺)

課程識別碼

(若尚未確認可從缺)

授課對象 中國文學研究所

班次

學分

全/半年

必/選修

核心能力

A 鑑賞與思考能力

B 文學和文獻解讀與研究能力

C 語文分析與研究能力

F 人文傳統認知、研究與主體思維能力

課程分類

課  程  大  綱

課程概述     近百年來，地下材料不斷出土，在甲骨文、金文、居延漢

簡、雲夢秦簡、馬王堆帛書、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簡、

清華簡、北大簡中，出現大量先秦檔案文書與典籍，尤以

戰國楚簡為最多，使出土文獻成為一門新興的熱門學科。

    質言之，出土文獻乃以古文字學為基礎，涉及語言學、文

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思想史以及藝術史等不同領域的學

科。為了引領學生正確有效地運用出土文獻材料，本課程

的開設以古文字學的基礎訓練為主，兼具跨領域整合的學

術視野，用實例講解古文字學的考釋方法以及近百年來古

文字學與其他學科整合運用的情形。課程規劃為一年期，

上課方式以教師講授與研究生討論各半，若干跨領域的課

程將商請該領域學有專精的講師授課，並舉辦學期口頭報

告與學年小論文發表會，由培養研究生扎實的研究能力入

手，進而達到跨領域運用古文字學研究成果的目標。 

課程目標 1. 對古文字學的定義、材料、方法與研究現況等有基本且正



確的理解。 

2. 熟悉各類出土材料的物質特性與書寫內容。 

3. 掌握古文字考釋的基本方法，具備閱讀、鑒別相關研究

論著的能力。 

4. 認識出土文獻在各領域的研究現況與未來發展，具備延

伸研究的能力。 

課程要求 課前閱讀指定材料、課堂報告、期末報告。

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

(依作者姓名首字筆劃排列，此處僅為參考書目舉要，課堂隨時補充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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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第 3 期，2001 年 8 月 25 日 。

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三考〉，《簡帛研究 2001》，桂林：廣西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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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簡》，上海 : 中西書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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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週次（18週）

單元主題

第 1週 課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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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古文字學通論：定義、材料、方法及研究現況。

第 4週 選讀材料討論：討論指定閱讀古文字學研究綜述類論著、王國維《古史

新證》。

第 5週 出土文獻材料介紹及選讀(一)：殷商文字：甲骨文、金文及陶文等

第 6週 選讀材料討論：討論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陳夢家《殷墟卜辭綜

述》等。

第 7週 出土文獻材料介紹及選讀(二)：西周文字：甲骨文、金文及陶文等出土

第 8週 出土文獻材料介紹及選讀(二)：西周文字：甲骨文、金文及陶文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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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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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選讀材料討論：研究生由《金文文獻集成》中自選篇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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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古文四聲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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