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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資治通鑑與現代競爭力 

全英語授課   ■ 否 

課程類別 ■C 類一般課 

課程領域 人文與文化思考領域 

修課人數上限     70   人 

特殊限制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 否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起迄日   106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 

上課總週數 上課共   6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上課時間 

及節數 

日期 7/5,12,19,26,8/2,9 週三 09：10～ 12：00 每次_3_節、共 6 次； 

日期_7/6,13,20,27,8/3,10 週四 09：10 ～ 12：00 每次_3_節、共 6 次； 
上課時數共計   36  節 

上課地點 ■      臺北市立        大學          博愛       校區 

是否提供住宿 ■ 否 

課程目標 

課程說明： 

「古籍新說」向來就是通識教育的目標之一。古典作品如果與現實生活脫節，則

「古典」終將無法晉升成為「經典」，頂多是書架上的裝飾品，等待塵封。從古

至今，因為資源有限，不管社會發展到何種政體，人類總是無法避免爭雄；而在

芸芸眾生中最後能夠脫穎而出的，靠的就是時下所謂的「競爭力」

（competitiveness）。出版於北宋、西元十一世紀的《資治通鑑》本是司馬光嚴選

史例，提供封建帝王有效統治的「古典」名著；然而，即便是在今日民主社會，

《資治通鑑》依然暢銷不墜，幾乎已是公認的「經典」作品。為何《資治通鑑》

能夠歷久彌新？為何現代社會的各種團體運作與封建社會的宮廷統治，竟如此相

似，以至於提供帝王參考的《資治通鑑》也能跨越時空，成為現代職場的好幫手？

我們又要如何與時俱進地解讀《資治通鑑》，才不會食古不化或以古非今？這堂

通識課將從「人情」、「性格」、「歷練」、「擇主」、「建言」、「小人」、「用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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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氣」、「容人」、「識人」、「韜略」、「判斷」、「退場」等子目入手，說明現

代人如何憑藉《資治通鑑》，理解自己的性情與才識，進而精粹自己的競爭力，

終至不只職場獲益，更能周全人生經營。 

課程目標： 

 幫助同學認識競爭力的本質，並進而培養適情揚性的競爭力。 

 透過《資治通鑑》，讓同學從古人實例中，汲取經驗，體悟面對職場挑戰時應

有的心理準備及回應能力。 

 提供當今（海內外）各種職場的實戰經驗，與《資治通鑑》的例子相互輝映，

幫助同學融會貫通，建立「吾道不孤」的「精神群組」信心。 

教學內容 

及進度 

次別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 106/07/05（三） 

09：10-12：00 
106/07/06（四） 
09：10-12：00 

（註：下面內容，受版權保護，請勿抄襲。） 
 01 導論：為何《資治通鑑》能夠精進現代競爭力？ 
 用何種方法及視角閱讀《資治通鑑》，比較能夠

將古文與現代生活結合，達到「向古人借鏡」的

效果？ 
 在閱讀時下報雜有關「競爭力」文章時，如何會

通《資治通鑑》的史例，得到與眾不同的心得及

見解？ 
 02 背景：《資治通鑑》的流傳與《柏楊版資治通鑑》

的正負評價 
 為何史學界對《柏楊版資治通鑑》評價有褒有

貶，且似乎貶勝於褒？如何善用《柏楊版資治通

鑑》的長處，且避免其可能有的後遺症？ 
 為何史學界對於宋遺民胡三省及明遺民王夫之

有關《資治通鑑》的註釋及評論推崇備至？ 
 03 人情：〈項羽錦衣夜行〉 
 項羽因何「人情世故」，放棄建都長安，以致最

後落敗？《資治通鑑》裡的成功者如何因勢利

導，不被「人情世故」所困，反而利用「人情世

故」而成功呢？ 
 如何透視職場裡的「人情世故」？反思如何掙脫

這些「人情世故」，而能不為其所阻，完成終生

目標？ 
2 106/07/12（三） 

09：10-12：00 
105/07/13（四） 
09：10-12：00 

 04 性格：〈吳起剛勁自喜〉 
 吳起因何種「性格」，遭人設計，最後被迫離開

原本甚受重用的魏國？ 
 如何從《資治通鑑》的各種史例看出世人的不同

「性格」？這些「性格」又會如何傷害或增進「競

爭力」？ 
 05 歷練：〈班超闖西域〉 
 班超遇難時，從決策到執行，有哪些地方值得借

鏡？ 
 新一代要如何藉「歷練」甩掉草莓族的稱號，而

不斷精進「競爭力」？ 
 06 擇主：〈曹操與袁紹〉 
 官渡大戰前夕，一般看好袁紹，只有少數人與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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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結盟。這些人是從哪些跡象而選對邊？ 
 職場裡時有所聞，因跟錯長官而全盤皆墨。原來

「競爭力」也包括善選追隨對象。長官分哪幾種

類型？要如何「押對寶」？ 
3 106/07/19（三） 

09：10-12：00 
106/07/20（四） 
09：10-12：00 

 07 建言：〈張良勸劉邦封功臣〉 
 張良並未主動勸誡劉邦得到天下後，應如何做，

才能避免部下造反。他是等到何種情勢下，才提

出建言？ 
 在職場，不管主動或被動，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在

主管前面表達意見。要如何恰如其份地表達，才

能贏得主管的青睞？ 
 08 小人：〈郭開毀廉頗〉 
 趙王派特使探訪已過壯年的廉頗是否還能率領

大軍。由於特使已受廉頗政敵郭開的賄賂，故在

回報時，不留痕跡地中傷廉頗，導致趙王不再重

用廉頗。特使如何做到此事？ 
 職場裡處處有小人。要如何看出小人、做好防範

措施，這樣才能防患於未然？ 
 09 期中考 

4 106/07/26（三） 
09：10-12：00 
106/07/27（四） 
09：10-12：00 

 10 用人：〈孟嘗君統御術〉 
 戰國時期的孟嘗君手下有各種人才。他是如何統

御這些互相爭寵的人才呢？ 
 升上主管，常會遇到屬下競相爭功諉過。主管要

如何做，才能避免屬下實力互相抵銷？又要如何

做，才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11 立威：〈冒頓篡位〉 
 漢朝時，匈奴王子冒頓未受父親重用。他如何化

劣勢為優勢，最後成為單于？ 
 主管接事後，最迫切的，莫過取得屬下的信服，

這樣才能領導團隊。主管要如何「立威」，以獲

取部下的尊敬，又同時不會失去部下的愛戴呢？ 
 12 士氣：〈田單復國〉 
 田單是如何在困境中，鼓舞士氣，最後以少勝

多，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的復國大業？ 
 主管接事後，需要何種技巧，才能維繫團隊士氣

於不墜？ 
5 106/08/02（三） 

09：10-12：00 
106/08/03（四） 
09：10-12：00 

 13 容人：〈漢武帝容汲黯〉 
 汲黯常白目建言，同僚都以為漢武帝必殺無疑，

為何漢武帝反而不以為忤？ 
 不管有意或無意，主管常面臨屬下的「頂撞」。

這時主管要如何控管情緒，對事不對人，才能贏

得眾人的欽佩？ 
 14 識人：〈劉備識馬謖〉 
 孔明揮淚斬馬謖，但劉備早在馬謖還未重用時，

就已看出馬謖的缺點。劉備是如何做到的？ 
 主管重用部下時，要會「識人」，將適當的人放

在適當的位置。要如何養成此「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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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韜略：〈司馬錯論伐蜀〉 
 在秦王前面，司馬錯提出何種韜略，擊敗戰國第

一謀士張儀呢？ 
 主管除了管理，更重要地，是能提出「願景」。

主管平日要如何韜光養晦，培養韜略，好形塑具

有指導方針的「願景」？ 
6 106/08/9（三） 

09：10-12：00 
106/08/10（四） 
09：10-12：00 

 16 判斷：〈劉邦殺丁公〉 
 曾於楚漢相爭，劉邦危急之際，放了劉邦一馬的

丁公，在劉邦建立漢朝後，前來邀功。劉邦最後

以丁公不忠（於項羽）而予以誅殺。為何司馬光

認為劉邦做的對？ 
 主管雖靠理念等價值觀行事，但臨陣之際，常有

權衡考量。要如何正確判斷，才不會曇花一現，

而能細水長流？ 
 17 退場：〈張良隨赤松子游〉 
 漢初三傑，張良因「明哲保身」，最後不至遭到

兔死狗烹的下場。張良是如何優雅地退場？ 
 「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如何不戀棧、「歹

戲拖棚」，以求全身而退？此乃完整「競爭力」

的終結篇，也是時下談「競爭力」最疏忽的環節。 
 18 期末考 

教學助理規劃 
不申請教學助理 

請說明運用教學助理之規劃： 無 

指定用書  司馬光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臺北：金川，民國 68 年） 
 司馬光等著、柏楊白話翻譯，《柏楊版資治通鑑》（臺北：遠流，民國 79 年） 

參考書籍 

 麥可‧韓默（Michael Hammer）著、林偉仁譯，《議題致勝》（臺北：天下雜

誌，民國 100 年） 

 安渕聖司著、劉錦秀譯，《奇異 GE 如何把人力，變人才？》（臺北：大是文

化，2015 年） 

作業設計 

要學生在期中及期末報告，一方面詳述閱讀《資治通鑑》）的心得，一方面舉出

日常生活與這些古典內容的相似性，透過彼此連結，心領神會古人的處事智慧，

進而涵泳其中，達到「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為了

幫助同學了解上述說明，此處特別舉 1033 學期修課同學的一則回答以供參考： 

「漢武帝公孫弘的朝堂倍約」讀後感  

過去高中時這篇古文只讓學生覺得又是一篇關於很會看眼色並且是巧言令色的小人故事，真的

不懂念古文要做甚麼所以通常面對這種文章學生只拿翻譯本自己看一看，但現在卻覺得這篇古

文談了許多關於婚姻中夫妻關係的相處之道，「弘奏事，有不可，不與庭辨」對於意見相向的

地方，若於公開場合意正嚴詞的辯論或指責錯誤，很可能有損夫妻任何一方的顏面，可以在私

下氣氛適當時，以委婉的方式提出各種利益得失的角度分析或與他人配合順水推球，尤其面對

夫或妻一方執著的決定時，孩子的話語往往是最容易使夫或妻動容的。  

學生回想自己家庭中父母的關係，發現許多時候，果然一方要給他方製造台階下退讓一步，他

方才可能在以後願意接納一方的意見，並且在他方寧頑不執時，選擇順著他方的意思，讓他犯

錯，等後果產生時再好好地點醒他，讓他看清所有的後果，對方也將因此後悔當初不聽勸，此

後而更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就這樣看似主導權總在爸爸手上的我的家庭，實質卻是媽媽一手

掌控著一切，但在外人眼裡，媽媽卻是個毫無控制權的溫柔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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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定方式 

 第一週作業 1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30% 
 出席及課堂參與 30% 

特殊創意規劃 

 將《資治通鑑》史例依「現代競爭力」熟悉的關鍵字分成下列子題：「人情」、

「性格」、「歷練」、「擇主」、「建言」、「小人」、「用人」、「立威」、「士氣」、「容

人」、「識人」、「韜略」、「判斷」、「退場」等，打破按年代（周紀、秦紀…）

逐一講授的傳統方式，讓修課同學更有感「經典」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

係。（註：或許此種分法與教法從正統史學家的角度是小看歷史或誤導歷史，

然而，本課程屬通識，本就不是純歷史導向，在此特別說明。） 

 結合古典作品（譬如《資治通鑑》）與現代管理文章（譬如《Cheers》雜誌）。 

 將優良學生報告，以匿名方式，在課堂與所有學生分享，並解講這些報告的

特色與可資參考之處。是以，教材不限書本，亦包括學生日常生活的實作及

反省。 

課程網址 無 

其他補充資料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