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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3531  
中國哲學專題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牟宗三 Mou Zong-san） 

 
科目提綱 

時間： H 14:30-17:15 . 地點： SCE E108 

    

 

內容綜覽（如 CUSIS 所列） 

本科探究中國哲學的某些課題。具體內容由授課老師決定。學生最多可修讀教授不同課題的相同科

目及取得相關學分兩次。 

 

給主修生的建議：於第二修業學年或以上修讀。 

 

學習成果（如 CUSIS 所列） 

1. Acquire knowledge of the selected topics of the course. 

2. Have a solid grasp of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the selected topics of the course. 

3. Demonstrate familiarity with the primary/secondary source texts. 

4. Be able to articulate and defend a philosophical thesis of their own. 

 

 

教學專題 

牟宗三先生，學思精敏而透闢，慧識弘卓而深徹。他自述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反省中華

民族的文化生命，以重開中國哲學的途徑。」 
牟宗三以古代西方哲學是追尋最高善的，所以哲學的本質應是生命的學問，他說：「中國哲學

是以生命為它的對象，主要的用心在於如何調節我們的生命，來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

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來的主要課題是生命，就是我們所說的生命的學問。」 
 
本課程共分八專題，主要通過閱讀牟宗三的著作，以掌握他思想的基本綱維及其特有的哲學建

構。 

 
 

教學活動 

講課：兩小時 

課堂報告及互動導修：一小時 

 

 

 

評核機制 

項目 概述 比重 

課堂報告 學員須輪流作課堂報告（佔 30%）及評論（佔 10%）  40% 

論文習作 不少於 4000 字， 50% 

參與課堂討論 
回應課堂的爭議性問題，例如牟宗三對康德哲學的詮釋是

否合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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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機制備註（如有） 

論文習作必須於學期完結後一星期內提交，每遲交兩天扣半級成績（例如 B→B-） 

 

 

學習資源 

 牟宗三全集（33 卷本），台灣， 聯經出版公司，2003 年 

 I. 一般著述：《生命的學問》、《五十自述》、《人文講習錄》、《時代與感受》、 

《中國哲學的特質》、《中國文化的省察》、《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

會通十四講》。 

 II. 外王三書：《道德的理想主義》、《政道與治道》、《歷史哲學》 

 III. 體系專著：《認識心之批判》、《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才

性與玄理》、《佛性與般若》、《心體與性體》、《從陸象山到劉蕺山》、《圓善論》、 

 IV. 譯作：《康德的道德哲學》、康德《純粹理性之批判》、康德《判斷力之批判》。 

 

 

課程安排 

週數 專題 指定閱讀材料 導修 備註 

1 牟宗三的學思歷程 《生命的學問》選段   

2. 牟宗三的「哲學」觀 《五十自述》第一、二章   

3. 牟宗三的「生命的學問」 《五十自述》第三、四章   

4. 一般著作綜論 《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一、二

講 
牟宗三所肯

認的中國哲

學特質 

 

5. 架構性思辯階段 《認識心的批判》選段 牟宗三與唐

君毅比較 
 

6. 才性與玄理 《才性與玄理》選段 牟宗三的道

家哲學觀 
 

7. 佛性與般若（上） 《佛性與般若》選段一 牟宗三的莊

子學 
 

8.  佛性與般若（下） 《佛性與般若》選段二 牟宗三的佛

家哲學觀 
 

9. 心體與性體（上） 《心體與性體》選段一 牟宗三的宋

明儒學三系

說 

 

10 心體與性體（下） 《心體與性體》選段二 牟宗三的朱

子學 
 

11. 現象與物自身之構想 《現象與物自身》選段 牟宗三的康

德學 
 

12 圓教、圓善與判教 《圓善論》選段 圓善論的種

種爭議 
 

13  總結：牟學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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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網站資源 

Blackboard 

陶國璋教學網頁：http://taock2011.blogspot.hk/ 

 

 

老師／導師聯繫方法 

老師   

姓名 陶國璋 

辦公室地址 馮景禧樓 408 室 

電話 3943 7141 

電郵 b391725@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