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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問題特別研討會 

儒學發展歷程的再審視 

（一） 課程目錄 

一、 訴諸于世間情感：孔孟原創儒學及其價值 

二、 儒學的信仰走向：從《易傳》到董仲舒 

三、 儒學的理性走向：從荀子到朱熹子 

四、 重新回落世間生活：從陽明子到陽明後學 

（二） 課程大要 

孔孟原創儒學最有別于其他古典文明之處在于，孔子、孟子是立

足于“世間情感＂提升出內聖（仁）外王（禮）之學的。就回落在“世

間＂而言，表現爲“理性的＂；就關切“情感＂而言，又呈現爲“信

仰的＂。孔孟原創儒學以在“理性＂與“信仰＂之間保持平衡與張力

顯示其獨特性幷鑄造了中國人的國民性。 

從《易傳》到董仲舒及漢唐儒學，體現了儒學的信仰走向。漢唐

儒學以宇宙論爲支撑使儒學的價值追求獲得客觀意義，因而應予充分

肯定。 

荀子與朱熹子及宋代儒學，則體現了儒學的理性走向。這一走向

力圖使儒學的價值追求獲得知識論的意義，同樣亦豐富了儒學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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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陽明子特別是陽明後學，在消解形上與形下的間隔而重新回歸

日常世間生活之後，其時“世間＂已步入頗具近代色彩的凡俗化過

程。儒學面對凡俗的挑戰，不得不重新反省與調整自身的價值追求。 

（三） 參考書目 

一、古典文獻 

1.《四書章句集注》（朱熹）； 

2.《荀子》之《天論》、《正名》、《性惡》諸篇； 

3.《周易》之《系辭傳》； 

4.《漢書·董仲舒傳》； 

5.《朱子語類》第一至六卷； 

6.《王陽明集》中之《大學問》。 

 

二、研究著作 

1.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册《綜論》，《中國哲學十九講》之第

四、十八各章； 

2.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之第三、四、九、十各章； 

3.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卷之第三、六兩章，二卷之“導言＂

和第一章，三卷上全書； 

4.葛瑞漢著、張海晏譯：《論道者—中國古代哲學論辯》之《四、帝

國及天人的再統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陳 來：《宋明理學》（遼寧教育出版社，1991）； 

6.馮達文：《中國古典哲學略述》（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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