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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長信 ─ 

          補充規定和說明、同學買書的經驗、常問問題 

 

                                                     101年 5月 11日 

 

上個月經由助教轉交給你一封 paper-mail。信裡談研究所學哲學的一些觀

念，「原文原著」之為何必要及其定義，買書的方法和訣竅，以及相關各規定。

要買書買得好，此信你想必已經仔細讀過。這裡還有一些補充規定和說明，同時

也把前兩年同學買書的經驗、和他們常問的問題，收集一些一併寄給你做參考。

這裡面有些你可能已經知道，但也許另外一些你會覺得有用。 

 

 

買書易犯的毛病 

 

往年有好些同學買書，不但所買均重要書，而且版本正確(對，書要注意版

本，好壞可以差很多。如果你還不太會挑，是該學的時候了)，價格便宜，收獲

甚豐。但是也有同學買得不好。下面舉一些毛病。除大部頭參考用書與非「原文

原著」屬不合「獎勵辦法」規定外，其餘是你買書、讀書的品質問題(合乎規定

的書，即可通過基金會審查。但品質如何，却是另一問題)，是你是否把有限的

資源─你的時間和錢，作最適當、最聰明的運用的問題。讀哲學的人，大抵都是

要會精打細算，一天當兩天，一個錢當兩個錢用的。 

 

1. 早都沒買，一直到繳回發票的時間快到了，才匆促拼、湊。這會嚴重影響你

買書的品質，因為看書、買書、思考、選擇是要有充足時間的。有些書要向

國外書店甚至出版商買的，更是往返費時。最好在暑假你放自己假前即有確

定的計畫。 

 

2. 非重要著作：這書是否可以不必買？ 借閱、或部份影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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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合規定的，不該買的書，如大部頭的參考用書。另，非不合規定，但你自

己划不來的書，如有平裝本而買精裝本，有國內版而買國外原版等。 

 

4. 不合「原文」規定：請你一定要仔細看「獎勵辦法」的「原文原著」頁。有

疑問，可以問我。如果你覺得某本書有例外之必要，應取得老師或我之認准。

往年許多同學都因這一點上不合規定而被要求重買。最要注意。 

 

    「原文」中有項規定，中文古文字不可用白話譯本。翻譯之所以最好不

看，一是翻得未必對、未必好;二是它限制住在一個解釋上，你如看原文，說

不一定每次都會看出新的東西來;三是，它讓你不必努力去讀原文，你真的需

要儘快能進入古文的語言和世界裡。你如買一本附有白話翻譯的古文書，你

就須準備證明，你之所以買它，是因為它的其他部份：版本、考證、註釋等

是這部典籍諸多本子中最好的。 

 

5. 非原著。本來對某哲學家介紹、闡釋、綜述…的書，如果是好書，做為入門，

不是不能看。但既是工具性、階段性的，是不是影印就可以了，值得買嗎?

如果是考慮，不打算去讀原著了，看本介紹性的書就可以擋一擋，算是我也

學過某哲學家了---這樣的想法，雖也是一個理性的考慮，但是值得我們「獎

勵辦法」去獎勵嗎? 你說呢? 前面兩種情形，在大學階段是完全合理的，既

入研究所，就應志在讀原著;那怕不能遍讀該哲學家的重要著作，那怕連一本

也讀不完，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是基金會獎勵讀原著的理由。 

 

       有一個例外。如果你已有某哲學家原著，而你又要以他這本原著為專門

研究的課題，則其他作者對這本原著或這哲學家的比較、研究、批評、討論

等文字，也可納入「獎勵辦法」獎勵之列。但為了讓你也買其他的書，這種

「專著研究」的書，限在 5,600元補助的 1/4金額，即 1400元以內，超出

1400元的部份，不在補助範圍之內。有些同學會想，1400元，不夠買寫論

文所需的書。是的。碩士論文是一個極好的訓練過程，但也只是一時的。沒

有人的碩士論文會是一鳴驚天下，從此成為以後一生研究的中心的。因此，

寫論文所需的非「原文原著」的書，是否只須影印一下就好? 

    

許多古典有不同的注家。那麼同一古典，是否可同時買不同的注家呢？

這裡也適用前段「專著研究」的法則：可以買不同的注本，自第二本以下，



以合計共 1400元為限。有的注若「自出新義，於原典有足夠份量之加添，而

有獨立之學理上地位」（「原文原著」頁），則它可以獨立出來自己成為另一「原

著」。（或者，用此法：以現代的標準看，你會認為注者該算該學派的另一思

想家（或竟已是越出該學派之外），或基本上就只是個原典之注釋者）。你說

我還沒有仔細看，怎麼判斷。問老師呀。 

 

哲學史、思想史的書，若學界認為是成一家之言，有其獨特的思想上的

觀點，據以看整個哲學史、思想史、或是某些重要哲學家的，自算原著。若

只是一般的教科書、介紹諸哲學家的入門書，當然就不算原著。你如認為是

前者而欲買，請事先與我討論一下。 

 

   可以想見還可有其他的「非原著」的例外。只要你有充足的理由，都可以

或由你們老師認可，或者問我。 

 

6. 由購書單所顯示的：可能學習、研究的方向有問題，太走偏鋒。你如果在思、

學的過程中有較多的與老師或學長的接觸、論學，就不易犯此病，常可讓你少走

不少冤枉路。你當然還是有自己自主的思想，但要小心「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

寡聞」。 

 

上面舉的這些毛病，多聽、多看、多跟學長、特別是老師請問，就可避

免。下面我們談談老師輔導。 

 

 

老師、學習源頭、輔導 

 

研究所的學習，找老師談，請老師輔導，是很重要的。不是要寫論文了才找

一位指導老師。有些校系，師生之間的互動不足。其實，在大多數的情形，主要

要怪學生自己這方面。許多同學不大會問問題。有的是對問題全無準備就問，當

然問過後也仍然似懂非懂、所獲不多。老師看你全無準備，自然也興趣不大。對

有準備的學生老師都會重視的。有的是準備得過了份，很不實際。有的偶爾老師

給了個錯的或不適切的回答，就因此覺得老師不行;不知任何人在學問上都是有

限，老師在許許多多其他方面要比你強得多哩。老師也各有所長，你要問他的所

長。有的同學自己不夠用功，不敢去找老師，甚至躲著老師。有的不夠主動自發，

自認安本守份，似乎總要等老師來問你。問學這事，有一比喻，好似叩鐘：「大



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一個很好的想法是：老師是你學習的活

水源頭，完全要看你是否善於汲取利用。除自己的努力之外，你的學習成效大不

大、好不好，老師是最大的助力。但這源頭，要你自己去汲，並善於汲。對在師

生關系中仍處於被動的同學，應知研究所裡，學習是自己的事，要自己作主，自

己找方向。不要等老師來找你，要力改被動，衡量自己的情況，主動去找老師。 

 

你要買的書，有些可能是課程裡要用的，但也有些可能是你自己要的、買的。

這兩種，都可以去問老師。本來，考慮要看什書、買什麼書，就是你學習、思考

進程中的一部份，也是極需要人「指路」或「帶路」的部份。你去找老師談，一

定會有老師非常樂意指導你的。 

 

如果因為你們買書去問老師，而增加了師生之間課內、尤其是課外的互動，

這會在系裡慢慢形成一種氣氛。我感覺到，有些系所，老師和同學間、同學和同

學間的談話太少。我們要記得，不論是在蘇格拉底-柏拉圖，或是在孔門，哲學

自談話中生出。師生之間的談話，多半由學生就某一問題發問開始。而談話是否

往往連綿不絕、高潮迭起，要看學生是否好學善問。因此，基本上，我們希望在

系裡建立起師生豐實互動的風氣，最核心的要素，就在於學生的主動。特別是研

究生，主動探求是是否能有效學習的關鍵。學生會主動，老師必會相對回應。師

生的有效互動漸成風氣，自然便是落實了輔導制度。  

 

 

買書的門道和另一些管道：對常問問題的回答 

 

中文書：這其中有兩類書，版本甚多且多雜亂，好的版本需注意去找才能找到：

一是古典，一是清末民初以來的書(因政治及兩岸隔絕等因素)。要多請教人。可

請教於老師、或甚至中文系老師。 

 

     我們不獎勵白話譯本，是因為你應該藉注疏之助自己看古文（如還不大能

看，趕快加油。這是研究中文典籍之本）。我們並不要求能看各不同時代的語體

文，所以碰到古語體文，許用今語體文譯本。 

 

台版書：價格只有原版的幾分之一。有的是經出版者授權翻印的，有的可能沒有。

是否侵權問題，這不是基金會管的事。 

 



影印：也有同學借了書到專門的學校附近的影印店影印的。這種情形，仍請填「書

目資料」，一定要寫詳盡，俾書的版本清楚可考。書局與書價二欄空着，小註欄

寫明該書頁數。附釘影印店發票，每本書一張；不需寫書名、作者、ISBN，只寫

客戶名、影印頁數、金額。影印的總金額限為你購書總金額的 1/3以內，2/3以

上須是買的。 

 

國外：國外買書需時久，要早訂。為要十月十日前收到，安全的訂購日期，海運

應在 6月 10日前，空運在 9月 1日前。凡在此以前訂購者，如萬一運遞延誤，

十月十日前仍未到，可以請求那一本（幾本）書延期。國外購書，也可從網路上

買，但價錢好像並不便宜。不過有時若能找到好版本（這點最重要）、好書况的

舊書，也可能便宜。 

 

電子書：電子書最大的好處是便於攜帶，不佔空間。其次，價格較便宜。整理筆

記、資料方便、有系統，也都是優點。對較屬科學的、或作者尚存的書，更可以

自動提供修訂、新版。 

 

        最大的壞處是容易傷眼。你們正當青春，但還是要想到，眼睛是要用一

輩子的。所以我在此特別提出。還有，在作學術用時，電子書的版本多變，頁數

也可自行調整，使得當須引述作者之言，在何版本第幾頁時，在現階段有一定的

困難。 

 

        在這印本書與電子書並舉競馳的草莽初期，我個人的初步想法是：須長

時間、反覆閱讀的書用紙本；較不細讀、或作參考、翻尋、引用一部份的書，以

及期刊、雜誌等，用電子書。各地發表的論文，應都經蒐集、整理成電子版，以

利廣為參考、引用。 

                                                                                                                                

 

 

如果你有什麼買書的經驗、心得，又好又便宜的管道，也請你告訴我。別人

也可參考。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任何「原文原著」、買書、以至於讀書有關問題都可

以問。衍伸到一般的學問、思考、文化，甚至切身、前途問題，也都歡迎來信（電、

e-mail）。祝你 



 

一切順利！ 

                       

                            執行長 鄭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