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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3551 現代中國哲學專題：當代新儒家（2016-17 學年上學期） 

 

講者：鄭宗義（KHB 431，Ext. 37142，e-mail: cy448cheng@cuhk.edu.hk） 

地點：ERB 804 

時間：星期二，1:30pm-4:30pm 

教學網站：CU eLearning System (Blackboard Learn) http://elearn.cuhk.edu.hk 

 

 

課程介紹 

 「當代新儒家」乃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重要哲學思潮。本課旨在通過研讀

其中代表人物的著作，以見此思潮的特色。 

 本課共分七個專題，每一專題均會派發講授大綱，讓學員能按圖索驥以作進

一步的研究。 

 本課除講者講授外，學員須分組依各專題下的閱讀材料作課堂報告。 

 本課的重點不在提供既定的觀點，而在於訓練學員理解及進行哲學思考，俾

使能由之引發對當代儒學的欣賞與興趣。 

 

 

課業要求 

 課堂報告，佔總成績 25%。 

 期中習作，佔總成績 15%。 

 論文（不少於 5000 字），佔總成績 60%。 

 為鼓勵學員利用教學網站的討論區來交流所學心得，凡踴躍於討論區發言

者，最多可得總成績 10%的獎勵分數。 

 

 

講授專題 

一、 導論：「當代新儒家」釋名、出現的哲學史背景、發展與特色 

閱讀材料： 

1. 劉述先：《新儒學的開展》，臺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7，74 頁。 

2. 劉述先：〈從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收氏著：《現

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 101-124。 

3. 劉述先：〈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收氏著：《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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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美國：八方文化，1996，頁 1-67。 

4.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收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1991，

頁 31-98。 

5. 李明輝：〈當代新儒家的道统論〉，收氏著：《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149-173。 

6.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1995，第十一講〈儒學第三

期發展的前景〉，頁 411-438。 

7. 方克立：〈代序——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歷程〉，收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

新儒家學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冊上，頁 3-52。 

 

二、 梁漱溟：中西印文化三支說 

閱讀材料： 

1.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三章〈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第四章〈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 

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徵〉、第十二章〈人類

文化之早熟〉、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3. 梁漱溟：《東方學術概觀》。 

 

三、 熊十力：從唯識到大易 

閱讀材料： 

1. 熊十力：〈略談新論要旨（答牟宗三）〉，收氏著：《十力語要初續》。 

2. 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第一章〈明宗〉、第四章〈轉變〉、第八章

〈明心上〉。 

3. 熊十力：《十力語要》，卷二，〈答君毅〉、〈答唐君毅〉、〈答馬格里尼〉。 

 

四、 新儒家的標幟：1958 年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 

閱讀材料： 

1.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中國文化與世界》，收唐君毅：《中華人

文與當今世界》，下冊；另收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2.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第三章〈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 

 

五、 存在的面向 

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六章〈文殊問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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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第四部〈人生的旅行〉。 

3. 唐君毅：〈病裏乾坤〉，收氏著：《病裏乾坤》。 

 

六、 唐君毅：從道德自我、文化精神到心靈境界 

閱讀材料： 

1. 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二）〈道德之實踐〉、（四）〈精神之表現〉。 

2.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明本書宗趣〉、第一章〈導論：

人類文化活動之涵義及其自決性〉。 

3.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導論〉。 

 

七、 牟宗三：從道德形上學、兩層存有論到圓善 

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九講〈綜貫系統的圓熟〉。 

2.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七章〈執相與無執相底對照〉。 

3. 牟宗三：《圓善論》，第六章〈圓教與圓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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