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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初步大綱，請以第一課公佈者為準 

UGEA2160 中國哲學主流思想（2016-17 學年暑期課程） 

教師：陳志強（FKH_417, Email/Facebook: keung523@hotmail.com, Tel: 91275701） 

時間：W7-9, H7-9 

地點：YIA_LT5 

教學網站：http://elearn.cuhk.edu.hk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介紹儒、道、墨、法、佛五家中國哲學主流思想，並引導學員從一個

批判的角度反省傳統思想的理論得失與當代意義。課堂內容主要圍繞三大目標：

一、雖然廁身中華傳統並受其影響是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但時人對傳統思想及

其精神的了解卻往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期望學員修讀本課後能夠提高對傳

統哲學的理解與興趣。二、對傳統思想的探討可以是文獻式與歷史式的，唯本課

更為著重學員從一個哲學思考的方式探討傳統思想。期望學員能夠以一個批判思

考的眼光探討傳統思想的理論意義。三、中國哲學是一門「生命的學問」，種種

理論討論最終必須引歸生活的實踐。期望學員能夠反思課堂所學如何能夠幫助自

己立身處世。 

學習成果 

 辨識傳統中國哲學的主要特質：通過傳統經典的介紹與閱讀，引導學員認識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主要理論與觀念。 

 檢討中國哲學的長短優劣：通過理性反省與相互交流的過程，引導學員從一

個批判的角度檢討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意義與長短得失。 

 反思中國哲學在當今世界的前景：鼓勵學員將課堂所學扣緊生活世界，通過

思考傳統哲學與現代社會及人生之間的關係，進而探索傳統思想的「活力」。 

 通過不同的課業要求，提升學生閱讀文獻、批判思考、學術討論、論文寫作

的能力。 

課業要求 

 課堂參與及網上討論：10%。 

出席課堂並積極參與，另於 blackboard 發言討論。 

 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30%。 

分組就指定閱讀文章作口頭（20-30 分鐘）及書面報告（2000 字內）。 

 期終考試：60%。 

必須於最後一課 29/6 參與期終考試，形式以概念解釋與長題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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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專題（注意：具體內容將根據教學進度適度調整） 

第 1 課：17/5 一、導論：「哲學」及「中國哲學」 

 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收氏著：

《思辯錄——思光近作集》（臺北：東大圖書，1996），頁 1-3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一講。 

第 2 課：18/5 二、儒家思想（1）：孔子論理想的社會與人生秩序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三章上。 

第 3 課：24/5 三、儒家思想（2）：孟子與荀子對人性的理解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三章下、第六章。 

 牟宗三：《圓善論》，第一章。 

第 4 課：25/5 四、儒家思想（3）：宋明理學中的宗教精神與宇宙情懷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第二講。 

第 5 課：31/5 五、道家思想（1）：老子對社會及人生秩序的批判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四章第二節。 

第 6 課：1/6 六、道家思想（2）：莊子言人生的芒昧與逍遙之道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四章第三節。 

第 7 課：7/6 七、佛家思想：緣起性空與成佛問題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第三章第二節。 

第 8 課：8/6 續 

第 9 課：14/6 八、墨家思想：墨子之非儒及其兼愛思想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五章第二節。 

第 10 課：15/6 續 

第 11 課：21/6 

 

九、法家思想：韓非子對現實政治的批判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七章。 

第 12 課：22/6 續 

第 13 課：28/6 十、中國哲學的反省與展望及課程總結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第十一講。 

第 14 課：29/6 期終考試 

回饋意見 

同學有權利和義務參與期末進行的課程檢討問卷調查，給予意見促進教學效果。

同學可通過任何方式隨時聯絡任課老師，歡迎任何提問、交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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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參考書目使用任何版本皆可 

**每一專題均另附相關建議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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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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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小組作業，則組內各學生均須簽署聲明。如作業以電腦製

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維誠」 (VeriGuide) 系統提交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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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只須提交作業的最終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