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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第一學期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 

科目編號 CC5311 

科目名稱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中國古典小說)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賈晉華教授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一 (18:30-21:30) / CD303 

科目宗旨 

 

本課程介紹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歷程，引導學生閱讀中國古典小說

的代表作品，分析所選擇作品的藝術形式特徵、思想情感內容及歷

史文化背景，並提高分析能力、學術水平及閱讀寫作能力。 

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的同學，應當： 

a) 能夠對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歷程有基本的瞭解； 

b) 能夠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特點及主題內容有基本的認識； 

c) 認識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 

d) 具備評價及鑑賞小說作品的能力； 

e) 能夠撰寫有組織的文學學術論文。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概述（上） 
2.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概述（下） 
3. 《紅樓夢》的研究和解讀 
4. 石頭的故事：傳統和象徵 
5. 賈寶玉形象分析 
6. 紅樓夢的價值取向及悲劇內涵 
7. 色空和情僧：解脫和執著的矛盾 
8. 紅樓夢的寓言 
9. 色隱與大觀園 
10. 紅樓夢的結構 
11. 紅樓夢的主題 
12.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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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 

教學方式 教學以講授、課堂討論和口頭報告的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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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 Paper 
(about 8000 characters) 

学期論文（約 8000
字） 

70       

2.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ten report 

口頭報告和報告綱要 

20       

3. Class attendance and 
discussion 

課堂出席及討論 

10       

Total  100 %  

 
論文寫作：學生須於學期終呈交一份约 8000 字的學術論文。任教老

師將于期中進行一次論文撰寫指導，並與學生們討論選題問題。論

文寫作的評核方法，將有效評估學生能否 1) 具備中國古典小說的基

本知識；2) 掌握分析文本當中的文化含義的能力；3) 掌握分析小說

文體特點、主題內容、人物形象等的方法；4) 具備撰寫有組織的文

學學術論文的能力，以及 5) 發展批評性、創新性的獨立思考的能

力。 
 
口頭報告：學生於課堂上按分配的題目進行口頭報告，並需在報告前

提交報告的演示綱要。學生口頭報告的表現，將有效評估學生能否 1) 
具備中國古典小說的基本知識；2) 掌握分析文體特點、主題內容、人

物形象等的方法；3) 具備闡述文本與文化社會風俗之間關係的能力，

以及 4) 發展批評性、創新性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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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參與及討論：學生須出席大課，並參與課堂討論。學生須完成

每週指定閱讀，在課堂上參加討論。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的表現，將

有效評估學生能否 1) 掌握課堂所學的知識；2) 具備評價文學作品

的能力，以及 3) 瞭解中國古典小說與古代文化、社會以及歷史之間

的關係；4）發展批評性、創新性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參考書目  
Reading List  
 
1. 曹雪芹、高鶚原著，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

夢》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2.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

校本》。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08。 

3.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 馮其庸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彙評》。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 2008。 

5.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7。 

6.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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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文（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