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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HIL 3531 中國哲學特別專題：漢代與清代儒學 

Speical Topics: Chinese Philosophy (Han and Qing Confucianists) 
 
Course Overview 
中國歷史上的儒家哲學大體可分為兩路：「孟子—宋明理學」一路及「荀子—漢

儒—清儒」一路。前者的特點在於「兩層之區分」，例如在人性論上區分「義理

之性」與「氣質之性」兩層，在存有論上區分「理」、「氣」兩層。後者立論則不

預設此種區分，甚至自覺地要批判及打破之（如清儒），轉而立足於經驗的（形

而下、氣）領域去開展其論述。本課程選擇漢儒與清儒為代表，介紹及分析此一

路儒家哲學，合共八個講授專題。 
 
Learning Outcomes 
1. 閱讀及理解課程所涉及的哲學原典和現代論文； 
2. 記認及分辨課程所述及的儒學理論，包括其觀念、命題和主張； 
3. 展示、說明及重構各儒學理論的思路、論證和理論體系； 
4. 分析、比較及評價各儒學理論； 
5. 抽繹、反思及討論各儒學理論所關涉的普遍哲學問題； 
6. 歸納漢代與清代儒家哲學的特點，並對照其與孟子哲學、宋明理學的差異 
7. 分析傳統儒家哲學的演變過程，構思儒家哲學在今後的應有發展。 
 
List of Topics 
1. 漢代儒學導論：由反省秦亡而展開的各方面思考 
2. 從先秦到西漢的儒家人性論：孟子、荀子、賈誼、董仲舒 
3. 西漢儒者的政治思想：陸賈、賈誼、董仲舒 
4. 陰陽五行及「五德終始說」與「三統說」的歷史觀 
5. 清代儒學導論：從宋明儒到清儒 
6. 戴震哲學（上）：「訓詁明則義理明」的詮釋主張 
7. 戴震哲學（下）：戴震的規範理論、存有論、心性論、工夫論，及其理論效力 
8. 戴震之後：凌廷堪、焦循、阮元哲學 
 
Learning activities 
1. 每週 2 小時：上課 
2. 每週 4 小時：閱讀各專題之參考文獻 
3. 每兩週 2 小時：出席導修課 
4. 每兩週 4 小時：導修課預習，包括閱讀導修文章、準備報告或評論、思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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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5. 全學期 40 小時：撰寫兩篇論文（包括搜集資料、閱讀、思考、討論、整理、

寫作） 
 
Assessment Schemes 
1. 導修（五次）：20% 

 用分組報告及討論形式進行，具體安排見下 
2. 論文（兩篇）：40% + 40% 

 第一篇論文之提交限期為 2011 年 12 月 8 日，第二篇為 12 月 28 日 
 論文主題固應切合課程內容，惟不可兩篇均只涉及漢儒而無清儒，或

只涉及清儒而無漢儒 
 學員可參考以下例子準備論文： 

 例子一：一篇漢儒 + 一篇清儒 
 例子二：一篇漢儒 + 一篇漢儒與清儒比較 
 例子三：一篇漢儒與其他哲學（如宋明理學、道家、墨家）比

較 + 一篇清儒 
兩篇論文之主題尚可有其他組合，學員可自由設定，惟必須遵守前

述之大原則 
 
導修課：日期、主題及閱讀文章 
第一次（第 6 週：10/10 – 15/10）：漢儒之天人感應學說 
1.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台北：三民書局，1996 增訂八版），第一

章：〈漢代哲學〉之 (A)、(B)、(C)、(E) 四節，頁 1 – 17、22 – 29。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 全集校訂版），

第十七章：〈原命中：秦漢魏晉天命思想之發展〉之第四節：〈董仲舒之天人

關係、及受命論〉，頁 568 – 579。 
第二次（第 7 週：17/10 – 22/10）：漢儒之人性論 
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 全集校訂版），

第四章：〈漢魏學者對客觀的人性之分解的說明〉，頁 122 – 159。 
第三次（第 9 週：31/10 – 5/11）：漢代經學中之春秋學 
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二）》（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 全集

校訂版），第五章：〈春秋學中之對善惡是非之褒貶之道〉，頁 262 – 289。 
第四次（第 11 週：14/11 – 19/11）：戴震哲學 
1.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下）》（台北：三民書局，2003 重印二版），第

八章：〈乾嘉學風與戴震之哲學思想〉之第二節：〈戴震之哲學思想〉，頁 774 – 
827。 

第五次（第 13 週：28/11 – 3/12）：儒學中「氣性」一路之檢討 
1. 鄭宗義：〈論儒學中「氣性」一路之建立〉，收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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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與工夫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0 – 191。 
Recommended learning resources 
基本參考書目 
1.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三卷），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9。 
2. 金春峰：《漢代思想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二版。 
3.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台北：三民書局，1996 增訂八版。 
4. 周桂鈿：《秦漢思想史》，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2000。 
5. 周桂鈿：《秦漢哲學》，武漢：武漢出版社，2006。 
6. 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三版。 
7.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 錢穆：《經學大要》，台北：素書樓文教基金會，2000。 
9. 王葆玹：《西漢經學源流》，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二版。 
10. 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1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台北：學生書局，1989 全集校訂版。 
1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卷二）》，台北：學生書局，1986 全集校

訂版。 
1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教篇》，台北：學生書局，1990 全集校訂版。 
14.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兩冊），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全集版。 
15.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三下冊）》，台北：三民書局，2003 重印三版。 
16.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劉蕺山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增訂版。 
17. 史革新、李帆、張昭軍：《清代理學史》（三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18. 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1999。 
19. 張麗珠：《清代新義理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台北：里仁書局，2003。 
20. 張麗珠：《清代的義理學轉型》，台北：里仁書局，2006。 
21. 林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史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2003。 
22.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錄》，河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23. 陳祖武：《清儒學術拾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4. 余英時：《論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台北：東大圖書公

司，1996。 
25.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念通識〉，收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

釋》，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古籍電子文獻網站 
1. 寒泉：http://210.69.170.100/s25/index.htm 
2.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3. 維基文庫：http://zh.wikisour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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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for evaluation 
1. 教師及助教定期面見學員 
2. 期末課程檢討 
 
Course Schedule 
1. 漢代儒學導論：由反省秦亡而展開的各方面思考（2011 年 9 月 12 日） 
2. 從先秦到西漢的儒家人性論：孟子、荀子、賈誼、董仲舒（9 月 19、26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董仲舒：《春秋繁露》之〈深察名號〉及〈實性〉，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chun-qiu-fan-lu/zh 
2.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卷二）》（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76），〈先秦儒

家思想發展中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的建立——董仲舒《春秋繁露》的

研究〉，第十章第二節：〈天與心性〉，頁 399 – 407。 
3. 勞思光：《歷史之懲罰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後記：論

「承當精神」與「最高自由」〉，頁 213 – 226。 
其他參考文獻： 
4. 馮耀明：《「超越內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第五章：〈超越分析與邏輯分析：當代新儒學的

方法論問題（I）〉。 
5. 吳啟超：〈「我們贊成謙卑嗎？」—— 儒家面對基督宗教時的應有反思〉，

收《哲學與文化》月刊，432 期（37 卷 5 期），2010 年 5 月。 
3. 西漢儒者的政治思想：陸賈、賈誼、董仲舒（10 月 3、10、17、24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陸賈：《新語》 
2. 賈誼：〈陳政事疏〉（載《漢書．賈誼傳》）、《新書》 
3. 董仲舒：〈天人三策〉（載《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露．仁義法》 
4.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卷二）》（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76），〈漢初的

啟蒙思想家——陸賈〉、〈賈誼思想的再發現〉、〈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

的哲學的完成〉 
5. 牟宗三：《歷史哲學》（台北：臺灣學生書局，2000 增訂九版），第四部第

一章：〈蕭規曹隨，躬修玄默〉（部分）、第二章：〈仲舒對策，漢武更化〉，

頁 231 – 246、256 – 281。 
6. 周桂鈿：《董學探微》（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第四章：〈仁

義論〉（部分），頁 103 – 120。 
其他參考文獻： 
7. 余英時：〈漢代循吏與文化傳播〉，收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167 – 258。 
8. 牟宗三：〈文化建設的道路（上）〉，收氏著：《中國文化的省察》（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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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 15 – 30。 
9. 劉瑜：《民主的細節——放大鏡下的美國政治》（香港：三聯書店，2011），

〈托克維爾的那場旅行（自序）〉，頁 5 – 32。 
4. 陰陽五行及「五德終始說」與「三統說」的歷史觀（10 月 31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附

錄二：〈陰陽五行及其有關文獻的研究〉，頁 509 – 587。 
2. 張書豪：〈秦漢時期的終始論及其意義〉，《漢學研究集刊》第四期（2007

年 6 月），頁 65 – 86。 
其他參考文獻： 
3. 董仲舒：《春秋繁露．三代改制質文》 
4.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十六

章：〈古史系統的大整理〉，頁 71 – 75。 
5. 王葆玹：《西漢經學源流》（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二版），

第七章：〈貫穿於西漢經學史上的重要命題與思想〉（部分），頁 386 – 390。 
6. 鄭吉雄等著：〈先秦經典「行」字字義的原始與變遷——兼論「五行」〉，《中

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五期（2009 年 9 月），頁 89 – 127。重點為頁 105 – 
106、116 – 120。 

7. 顧頡剛：〈五德終始說下的歷史和政治〉，收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五冊）》

（台北：明倫出版社，1970），頁 404 – 617。 
8.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說下的歷史和政治〉，收顧頡剛編：《古史辨（第

五冊）》（台北：明倫出版社，1970），頁 617 – 630。 
5. 清代儒學導論：從宋明儒到清儒（11 月 7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劉蕺山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9 增訂版），第一章：〈形上與形下之間的緊張——明末王學的再

省察〉及第七章：〈明清儒學的轉型〉 
2.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念通釋〉，收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

代詮釋》（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405 – 486。 
其他參考文獻： 
3. 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1999），第二章：〈清代考

據學興盛的原因〉 
4. 張麗珠：《清代新義理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台北：里仁書局，2003），

第二章：〈理學在清初的沒落過程〉 
5. 張灝：〈宋明以來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

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頁 3 – 19。 
6.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卷三）》（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79），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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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漢學」衡論〉，頁 567 – 629。 
6. 戴震哲學（上）：「訓詁明則義理明」的詮釋主張（11 月 14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7），上冊，第八

章：〈戴東原〉，頁 337 – 418。 
2. 余英時：《論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北京：三聯書店，

2005），內篇第六章：〈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頁 91 – 143。 
其他參考文獻： 
3. 張素卿：〈「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念——惠棟經學管窺〉，收林慶彰、

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頁 281 – 318。 
4. 李帆：《清代理學史（中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第七章：

〈漢宋關係與嘉道之際的學術轉換〉，頁 352 – 393。 
5. 陳祖武：《清儒學術拾零》，十：〈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部分)，頁

169 – 174。 
6. 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七章：〈漢

學與反漢學——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的《漢學

商兌》，頁 125 – 162。 
7. 張麗珠：〈從「漢宋之爭」看清代的義理學轉型〉，收劉述先、楊貞德主編：

《理解、詮釋與儒家傳統：理論篇》（台北：中研院文哲所，2007），頁

161 – 214。 
8.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卷三）》（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79），附錄二：

〈「清代漢學」衡論〉，頁 567 – 629。 
7. 戴震哲學（下）：戴震的規範理論、存有論、心性論、工夫論，及其理論效力

（11 月 21、28 日） 
主要參考文獻： 
1.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北京：中華書局，1982 二版。（《原善》、《緒言》

亦收錄其中）「維基文庫」(http://zh.wikisource.org) 亦有《孟子字義疏證》 
2.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7），上冊，第八

章：〈戴東原〉，頁 337 – 418。 
3.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三下冊（台北：三民書局，2003 重印二

版），第八章：〈乾嘉學風與戴震之哲學思想〉，頁 747 – 827。 
其他參考文獻： 
4.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劉蕺山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9 增訂版），第九章：〈戴東原的達情遂欲思想〉，頁 225 – 258；附

錄二：〈情欲與理義——重讀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頁 321 – 360。 
5. 劉玉國：〈戴震理欲觀及其反朱子「存天理去人欲」平議〉，收林慶彰、張

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下冊（台北：中史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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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03），頁 365 – 390。 
8. 戴震之後：凌廷堪、焦循、阮元哲學（12 月 2 日，補課） 

主要參考文獻： 
1.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7），下冊，第十

章：〈焦里堂阮芸臺凌次仲〉，頁 499 – 579。 
其他參考文獻： 
2. 張壽安：《以禮代理：凌廷堪與清中葉儒學思想之轉變》（台北：中史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二章：〈凌廷堪禮學思想之內容〉，頁 33 – 74。 
3. 林登昱：〈藉焦循以論戴震的情欲哲學〉，收林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

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史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下冊，頁

547 – 600。 
4. 殷善培：〈從相人偶到達——論阮元的仁學〉，收林慶彰、張壽安主編：《乾

嘉學者的義理學》（台北：中史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下冊，頁

601 – 620。 
5. 張麗珠：《清代義理學新貌》（台北：里仁書局，1999），第四章（焦循）、

第五章（凌廷堪）、第六章（阮元）。 
6. 張壽安：《十八世紀禮學考證的思想活力：禮教論爭與禮秩重省》，台北：

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Contact information 
吳啟超（哲學系助理教授） 
辦公室：梁銶琚樓 211 室（至 2011 年 12 月） 
電郵：kcng@cuhk.edu.hk 
 
Details of course website 
教學網站（用作發放講義及部分參考文獻、課程消息公佈、網上討論） 
CUForum：https://cuforum.cuhk.edu.hk/ 
 
Academic honesty and plagiarism 
請注意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政策和規則，及適用於犯規事例的紀律指引和程

序。詳情可瀏覽網址：<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學生遞

交作業時，必須連同已簽署的聲明一併提交，表示他們知道有關政策、規則、指

引及程序。如作業以電腦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的抄襲偵測系統剽

檢通(CUPIDE)提交者，學生將作業的電子檔案上載到系統後，便會獲得收據，

收據上已列明有關聲明。未有夾附該收據的作業，老師將不予批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