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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T1 H6-8 UCA103 
PHI 3561 

SPECIAL TOPICS: EASTERN PHILOSOPHY: JAPANESE PHILOSOPHY 
東方哲學特別專題: 日本哲學 

 
Teacher:  Dr. Cheung Ching-Yuen                                                                                                   H06-08  UCA 103 

 
1. Course description 
 
本科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導論，簡介什麼是日本哲學，探討為何研讀日本哲學，並介紹漢語界的日

本哲學研究狀況。第二部分為日本的傳統哲學，涉及佛教、儒學與神道等思想。第三部分為日本的現代哲

學，透過批判地閱讀西田幾多郎等哲學家的著作，反思傳統與現代的哲學問題。 
 
 
2. Content, highlighting fundamental concepts 
 
導論：日本哲學、日本文化 
日本的傳統哲學：佛教、儒教、神道與國學 
日本的現代哲學：西田幾多郎、和辻哲郎、京都學派、近代的超克 
 
 
3. Learning outcomes 
 
擴充有關日本哲學的知識 
深入了解日本哲學的專題 
 
 
4. Assessment scheme 
 
課堂報告 (40%)：詳情另行通告  
論文大綱 (10%)：提交期末論文的大綱 
期末論文 (50%)：提交一篇約5000字的論文 * 
* 學術著作誠信指引：<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5. Learning resources 
 
Benedict, Ruth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0  《菊與刀》、呂萬和等譯、北京：商務印書館。 

 
Dogen 道元 

2003 《正法眼藏》、何燕生譯、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Heisig, J. and Maraldo J. (eds.)  

1995 Rude Awakening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am Wing-keung 林永強 and Cheung Ching-yuen 張政遠 (eds.) 

2009 Fac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agoya: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Nakae Chomin 中江兆民 

1979  《一年有半・続一年有半》、吳藻溪譯、 北京：商務印書館。 
 
Nishida Kitaro 西田幾多郎 

1958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Culture.” In: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Vol. 2): 350–65. 
1981 《善的研究》、何倩譯、北京：商務印書館。 
1990  An Inquiry into the G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itobe Inazo 新渡戶稻造 

1958 《武士道》、北京：商務印書館。 
2004 Bushido: Samurai Ethics and the Soul of Japan.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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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Yu-kwan 吳汝鈞 

1995 《京都學派哲學: 久松眞一》、台北：文津出版社。 
1998a 《絶對無的哲學》、台北：台湾商務印書館。 
1998b 《京都學派哲學七講》、台北：文津出版社。 

 
Ogyu Sorai荻生徂徠

1973 《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 36）、東京：岩波書店。 
 
Onoyasumaro 太安萬侶 

1963 《古事記》、周作人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Watsuji Tetsuro 和辻哲郎 

2006 《風土》、陳力衛譯、北京：商務印書館。 
 
Zhu Qianzhi 朱謙之 

2000a 《日本的朱子學》、北京：人民出版社。 
2000b 《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北京：人民出版社。 
2002 《日本哲學史》、北京：人民出版社。 

 
 
6. Course schedule 
    
上課週 日期 內容 指定閱讀 
第一週 10/9/2009 本科簡介  
第二週 17/9/2009 導論(1): 傳統日本文化與哲學 Nitobe 2004  
第三週 24/9/2009 導論(2): 現代日本文化與哲學 Benedict 1946 
第四週 1/10/2009 [公眾假期]  
第五週 8/10/2009 日本的傳統哲學(1): 佛教 Dogen 2003  
第六週 15/10/2009 日本的傳統哲學(2): 儒學 Ogyu 1973 
第七週 22/10/2009 日本的傳統哲學(3): 神道與國學 Onoyasumaro 1963  
第八週 29/10/2009 日本的現代哲學(1): 西田幾多郎 Nishida 1981 
第九週 5/11/2009 日本的現代哲學(2): 續西田幾多郎 Nishida 1958 
第十週 12/11/2009 日本的現代哲學(3): 和辻哲郎 Watsuji 2006 
第十一週 19/11/2009 日本的現代哲學(4): 京都學派與戰爭 Heisig and Maraldo 1995 
第十二週 26/11/2009 日本的現代哲學(5): 面向二十一世紀 Lam and Cheung 2009 
第十三週 3/12/2009 總結  
    
    
 
7. Teacher’s contact details 
 
講 師：張政遠     辦公室：西部教學大樓(TCW) 218 室   
電 話：2696 1519    電 郵：cycheung@cuhk.edu.hk   
如對本科有任何意見，歡迎以面談、電郵、網上討論等方式向講師提出。 
 
 
8. A facility for posting course announcements 
 
網上教學：http://moodle.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