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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基本上是作為學生的最後階段。不論科系，每個高年級生都
必須開始思考未來的出路。清華中文的畢業學長姐們大多會進入出版業、編
輯、新聞或是報考公務員，但除了外出尋找就業機會之外，亦有不少人選擇
考研究所，對中文系學生而言，也是如此。

因此本期中文系電子報私下採訪了不少目前正就讀中文所的學長姐，以
及正準備考中文所的高年級學生，整理出準備研所過程中會出現的問題以及
狀況，望可給中文系的大家做參考，釐清自己未來是否該選擇這個方向。

1. 為什麼要考研究所

經過中文系四年的訓練，有些人對於中文系的印象完全破滅，而有些人則益發念出興趣
與心得。因而到了最後，定是有一批人會願意將中文作為志業看待，希望能繼續鑽研這門學
問。此為選讀研究所最直接的原因，此處應是不用多加贅述。

但除此之外，仍有出社會之後的實用因素，成為大家決定報考中文所的原因。如本學年
入學的十一名清華碩士生中，即有兩位以上已修畢教育學程並實習結束，離校後雖曾在外兼
課，但至今仍決定回校深造。對於已決定成為國文老師的他們來說，想要回校取得碩士學位
的原因除了自我深造，也是為了提升競爭力與薪資待遇。

根據現今仍在兼課的清華中文所學姐表示，目前名聲較好的公立學校在徵聘新進教師
時，會將個人學歷列入評分項目，因而是否能夠成功進入好的公立學校，碩士資格便成為非
常關鍵的條件。另外以薪資待遇而言，雖然現在各級學校都有差異，但新進學士教師的起薪
約為每月三萬八千元左右，而碩士教師的起薪則可高至每月四萬五千元。當中隨著年資的累
積，還將拉出更大的差異。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回研究所深造亦是一種為將來精打細算的
決定。

但除了上述兩點之外，尚有學生會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好出社會的準備，因此打算考研究
所，延長身為學生的時間，慢慢為之後的日子做打算。但這麼做是否合算？這是值得深思熟
慮的。

2. 研究所生活

經過漫長的準備，終於考上了目標的中文研究所，但是身為一個大學部的學生或許很難

想像，所謂的中文研究生活到底是怎樣的狀況呢？

其實相當簡單，不外乎「念書、念書、念書。」與大學部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語，就算是

由同一個教授所開的同名課程，在大學部與研究所的要求可說是完全不一樣。簡單來說，一

門課程在一週內閱讀三、五篇三十頁以上的學術論文可謂家常便飯，週週得交報告的情況亦

所在多有。因而若是對中文的熱忱不足以維持自己每天都要花時間念書、減少關心外在事物

專心用功的話，事實上不推薦選讀研究所。

畢竟以中文研究所而言，念到畢業的基本的年限大約在三到四年，除非投身教職，否則

中文研究所碩士學位對大部分職業助益不大，缺少興趣的話可不必勉強，早日出外累計工作

年資將有更大幫助。

但若已經決定要投身學術，那麼身為一個研究生應該要花多少時間念書才不會太少？詢

問了數名碩班學長姐，得出的答案是時間並沒有一定。讀書時間端看個人的學習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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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希望能做為參考，曾有學長姊提出所謂的「學分計算法」。即是若選修了一堂三學

分的研究所課程，那麼每週大概花三個小時左右來準備此堂課的內容。但這並不代表其他的

時間可以輕鬆度過，而是必須要自動自發的努力學習，多尋找一些自己有興趣的學術領域書

籍參看，慢慢梳理思緒，找出將來畢業論文的題目。學長姐們表示修課畢竟只是修課，雖然

對於打開眼界與打下基礎來說顯得相當重要，但論文才是關乎畢業的最終目標。

3. 研所攻略

希望上述內容可以作為大家決定是否要報考研究所的參考，但如果確實決定以後想報考

中文所，以下收錄一些以往學長姐的上榜心得，望能幫助想要報考的學弟妹，金榜題名。

一、抓對大方向：

當初準備中文所，我是從自己最不拿手的思想史來下手，畢竟如果不趁時間充裕的

時候先弄懂最難的部分，怕以後會更難以讀通。因此我自己是先把《中國哲學文獻選編》

拿出來一頁一頁慢慢讀，慢慢去理解那些哲學觀，做出整理比較，最後要念到可以理解

裡面的選文為什麼會這樣選的程度，如果當中有某些地方怎麼看都不清楚，那麼就多看

一些不同的版本。

另外關於佛教的部分，推薦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寫的相當清楚，我個人

認為是比其他版本容易懂的。

相較之下文學史的部份比較不需要像思想史花那麼多時間，只要打開來看就能輕易

理解，但也要念到隨便抽一個朝代就可以簡述出文學特色的程度，另外對於當時的歷史

背景也要熟悉，要能敘述出一種文學特色是被上個朝代的哪個文學風氣影響，以及如何

影響到下個朝代的文學。

其他的科目不再贅述，最後就是要自己好好的去分析歷屆考古題，找出較常出現的

考點，還有選擇重要的師長論文來閱讀，這也是很重要的。

二、細部書單參考：

思想史：

分期的話，會分成先秦、漢代、魏晉、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思想。有一本可

以貫串用的，是王邦雄的中國哲學史（共二本），同時建議也看完牟宗三先生的中國哲

學十九講，很多觀念很重要，可以互相補充。

先秦部分，我看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一（三民）。孔子以前的思想翻過去，大

概整理個筆記就可以。從孔子開始要認真看，一直看到整本結束。孔孟部分，勞思光可

以說整理得很清楚，跟學界的態度也不會差太遠。

至於老莊思想：你可能要去修個莊子，或先看完勞思光，再看王邦雄。勞思光把老

莊講得太……概念性，所以讀起來不太切旨。（另外，推薦楊儒賓老師的一篇論文：「從

以體合心到遊乎一氣」，從「形氣神──靈魂的身體觀」講莊子，講得不錯，頗可說服人。

荀子部分，大部分思想史都從心性論切入荀子思想，所以對荀子沒好話可講。但你可以

去看張亨先生《思文之際論集》中的〈荀子的禮法思想試論〉，這篇我認為對荀子的解

讀非常中肯。韓非子與墨子部分，先看完勞思光再看王邦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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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史的成分多，思想成分少。揚雄跟王充都不太考，淮南子、呂氏春秋、董

仲舒的主要觀點，可以看聰舜老師的文章（淮南子的地方對抗中央以及董仲舒的更化等

等）。就是作筆記，背起來。比較重要的是，這個時代的思想與時代本身關係很大，所

以要結合歷史一起念比較好。

魏晉玄學建議你先看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不要看太多，看導讀就好了，

可以讓你對整個魏晉玄學的背景有全面瞭解。讀完這個，再去讀王邦雄，補充細節。一

樣要作筆記。玄學令人念起來滿有成就感的，其實真的不太玄 XD

佛學：這代誌就滿大的，把王邦雄看完吧，從印度佛教看到中國佛教，比較難的部

分如大乘起信論與天台圓教，請參照牟宗三的十九講，他講得很清楚。這部分應該是能

念多少就念多少……我也只唸完天台，沒念華嚴。但之後很有可能出。

宋明理學部分，我四上有修理學文獻選讀，所以對觀念還算有點概念（但還是非常

多搞不清楚）。這個部分我建議你用陳來的《宋明理學》，前面看一看，從周敦頤開始

認真看。張載部分看王邦雄（陳來寫的比較亂）其餘如二程、朱陸、陽明，看陳來的就好。

建議你：文本一定要看。幾個重點如西銘、太極圖說、觀物篇、識仁篇……今年就考只

給你文本內容，問你是誰的思想，跟宋明理學的關係。

思想史千萬不要「只讀過去」，這樣保證讀一章忘一章，我思想史總共有六本滿滿

的筆記，就是一邊讀一邊整理的。

文學史：

兩套：劉大杰、葉慶炳，用其中一套做完筆記，再念另外一套。重點嘛……就是現

在戲曲會比較少考，唐代傳奇文每年都在考，其他的就是背起來囉 Orz

國文與英文：

不確定會不會再出古籍導讀，基本上就是把那個念熟，其他的就是靠實力寫。通常

都是考文字技巧，比如說斷詩、寫摘要、讀後感之類。記得文字邏輯要清楚，並抓緊時

間。英文嘛……就及早準備囉……我是完全沒準備進去被打爆啦 Orz

文學經典：

文學經典每年分數都超低，詩經也沒什麼好說的，就乖乖把三百篇唸完吧。楚辭部

分，有一篇一定要看的論文，就是楊儒賓老師的「巫風籠罩下的性命之學」，一定要看

到懂，多看幾次，生吞活剝。要融會貫通，然後把屈原的楚辭（離騷、遠遊、九歌、九

章、大招……）都讀完（可以買大安的楚辭補注，不錯用）。基本上這科普遍考得不好，

因為考其他學校不會考這科，所以大家都不會好好準備，如果你準備得很充分，可能可

以拉開分數吧！

三、小叮嚀：

其實就像先前所說，每個人的讀書方法跟時間都會依個人的狀況而改變，因而上面

的一些書單與心得也僅供參考，重點是能挑出自己最容易吸收學習的方式，維持作息、

保持精神，到了考試當天能發揮實力，作答的時候記得論述清楚、首尾完整，才是最重

要的喔！

最後無論報考研究所與否，願所有的清華中文學子都能夠朝自己的方向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