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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儒家哲學進入宋代以後，對天道、心性、工夫等課題有更為深入的探究和精微的

思辯，開拓出新的理境，奠定六百年的理學傳統。本課程通過研讀宋代儒學中重

要人物的著作，以見各家思想的重點與特色，並勾畫出宋代儒學的主要課題及發

展面貌，訓練學員對儒家哲學作更高層次的認識和反思。 
 

課業要求 

本課程以導修、論文及考試評核學員成績。 
 

講授專題及要點（暫定） 

一、 宋代理學綜論 
1. 「儒學」、「道學」、「理學」的名義 
2. 宋代理學興起的文化及哲學史背景 
3. 宋代理學的主要課題及分系 
4. 研究概況 
二、 周敦頤（濂溪） 
1. 「見大心泰」的顏子之樂：安身立命之學的重建 
2. 《太極圖說》的形上學、宇宙論 
3. 《通書》以《中庸》的「誠」合釋《易傳》的「乾道」 
三、 張載（橫渠） 
1. 關於張載思想的爭議：氣本論與理本論 
2.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不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

不足以戕之」：「天道性命相貫通」之論旨 
3. 「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四、 程顥（明道） 
1.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對「仁」的重新注視 
2. 「識仁」及「定性」：工夫議題的正式確立 
3. 「只心便是天，盡之便知性，當處便認取，更不可外求」：「心」與「天」之

同一 
五、 程頤（伊川） 
1. 性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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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仁是性（理）、愛是情 
3.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的工夫 
六、 程門後學：湖湘學派與道南學派 
1. 從謝良佐（上蔡）到胡宏（五峰）的湖湘學脈 
2. 從楊時（龜山）到李桐（延平）的道南學脈 
七、 朱熹 
1. 「中和舊說」與「中和新說」 
2. 心、性、情三分 
3. 「格物窮理」的工夫 
八、 陸九淵（象山） 
1. 心即理：心學的根本立場 
2. 鵝湖之會及朱陸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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