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2021 年暑期“春秋与孔子的历史世界”通识游学课程 

 

一、课程概况及设计思路 

本次在线游学课程将聚焦“春秋”这个主题，从历史、哲学、政治、考古等

多学科多角度切入，将经典文本与考古材料有机结合，透过课堂直播与遗址/博

物馆导览，立体呈现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思想文化状况，以及对后世中国

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力。 

春秋时代上承西周王道盛世，下启战国兼并乱世，是中华文明轴心突破期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春秋时代的“天下”犹如今天的世界，国家数目众多，人

物称谓复杂，史事千头万绪，典籍博大精深，对习惯了后世大一统王朝单线条历

史叙事的现代学生来说，学习起来既陌生又困难。本次在线游学课程将充分利用

视频直播、网络会议等在线学习手段，采取学术讲座和遗址/博物馆导览相结合

的方式，带领学生从春秋时代的底层架构——周代封国体系开始，层层递进地探

究春秋时期的地理、政治、文化、思想，以及当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最新发现，

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在春秋历史世界中游观、探索、思考、领悟，形成自己对于

春秋时代的独立见解。 

二、教学目标与预期收获 

学生修读该门课程后将丰富对春秋时代的理解和认知，能够知晓春秋时代的

封国体系、大事名人、经典要义、当代新知，更深入地理解春秋时期的政治、文

化和思想，发现春秋时代的“天下”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联，领悟春秋时代在

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三、授课形式及教学主题 

授课形式：主题讲座+先导讲座+遗址/博物馆在线导览 

1、主题讲座围绕“春秋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春秋”两个主题展开，各选

取四个角度讲述，共计 8讲线上录播授课（要求至少观看其中 6讲）及 2次线上

直播授课（必修）。 



主题一：春秋是什么 

 春秋是诸侯林立的时代——(一)华夏：一统与封建 

 春秋是大国崛起的时代——(二)大事：争霸与改革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三)周礼：理想与现实 

 春秋是至圣先师的时代——(四)孔子与《论语》 

主题二：如何认识春秋 

 从儒家经典认识春秋——(五)经典：《春秋》三传 

 从儒家经典认识春秋——(六)经典：春秋《易》学 

 从地下实物认识春秋——(七)新知：考古发现 

 从简帛记载认识春秋——(八)新知：出土文献 

同学选择上述 8 讲中的至少 6 讲，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观看上述各节录播课

程，每讲之后完成在线单元测验（形式为选择题，每讲 10题）。 

为增加同学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还会安排两次直播授课，所有同学必修。 

2、先导讲座：在正式开课前，以先导课的形式讲解如何阅读古代文献，帮

助学生了解最基础的古籍知识。 

3、遗址/博物馆导览：邀请相关博物馆专家及考古研究学者，围绕春秋时代

有代表性的诸侯国进行在线教学。可供导览的遗址/博物馆如下： 

 鲁国——曲阜鲁国故城/孔子博物馆 

 齐国——临淄齐国故城/齐文化博物馆 

 晋国——曲沃及侯马遗址/晋国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 

 楚国——湖北省博物馆 

 秦国——秦文化博物馆及雍城遗址 

四、授课教师简介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

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西思想史、

政治哲学等，近年来主要着力于中国先秦哲学、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曾奕：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3%B2%E5%AD%A6%E5%8F%B2%E5%AD%A6%E4%BC%9A/1969071


为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社会理论及宗族研究。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秘书长，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与儒家经学的

研究。 

谢尧亭：山西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主任。长期致力于两周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田野考古、两周考

古、考古学史、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籍版本目

录学、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 

郭永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 

葛亮：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文字、古器物的研究及博物馆展览

陈列工作。 

谷继明：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易学哲学、经学史、宋明

理学等。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政治思想史、学术史、

中国史学史等。 

刘勋：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先秦儒家经

典的解读与普及。 

徐渊：同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古代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上

海儒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学、语文学与出土文献等研究。 

五、学习要求 

全程参加在线学习；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积极参与小组课题；按时完成课

程论文 

六、考核方式 

单元测验 30%+小组课题汇报 30%+课程论文 40% 

七、学分认定 

具体学分由学生所在学校认定 



 

附：教学日程安排 

日期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6:30 

6月 25日  开幕式 

直播课：春秋历史鸟瞰 

主讲人：姜鹏 

6月 26日  先导课：如何阅读古代文献 

主讲人：陈正宏 

6月 27日 第一讲 华夏：一统与封建 

主讲人：徐渊 

第二讲 大事：称霸与改革 

主讲人：刘勋 

6月 28日 遗址/博物馆导览（一）：鲁国

故城遗址 & 齐文化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导览（二）：晋国曲

沃及侯马遗址、山西省博物院 

6月 29日 第三讲 周礼：理想与现实 

主讲人：曾奕 

第四讲 孔子与《论语》 

主讲人：张汝伦 

6月 30日  小组课题研讨（一） 

7月 1日 第五讲 经典：《春秋》三传 

主讲人：郭晓东 

第六讲 经典：春秋《易》学 

主讲人：谷继明 

7月 2日 遗址/博物馆导览（三）：湖北

省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导览（四）：秦文化

博物馆及雍城遗址 

7月 3日 第七讲 新知：出土文物 

主讲人：葛亮 

第八讲 新知：出土文献 

主讲人：郭永秉 

7月 4日  小组课题研讨（二） 

7月 5日  直播授课：考古学与春秋古国 

主讲人：谢尧亭 

7月 8日  小组课题汇报 

闭幕式 

备注： 

1) 主题讲座、直播授课及先导讲座每次 3 学时左右，遗址/博物馆导览每次 2-

3学时左右。总计约 40学时。 



2) 8次主题讲座录播课，要求至少观看其中 6讲，并完成相应的单元测验。 

3) 2次线上直播授课要求所有同学必修。 

4) 4次遗址/博物馆在线导览要求所有同学观看，没有单元测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