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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5310 中國古代哲學專題研討：胡適與先秦哲學（2022-23 下學期） 

課程大綱 

教師：劉保禧博士 
時間：周五，18:30-21:15 
地點：伍何曼原樓 WMY 502 

 

課程簡介 
• 胡適是是 20 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的奠基者，更是「中國哲學」這門學問的創始者。課程以胡適
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主要閱讀材料，並提供相關課題的外文資料。通過概念的釐清與理論

的闡釋，課程系統地檢討胡適論述先秦哲學的核心問題，藉此展示胡適的學術主張與英語學界

的傳承關係。 
 

學習成果 
• 閱讀及理解相關胡適論述先秦諸子的學說和論證 
• 記認及分辨相關胡適論述先秦諸子的哲學思想，包括其概念和主張 
• 展示及說明相關胡適論述先秦諸子的學說和論證 
• 分析及評價相關胡適論述先秦諸子的學說和論證 
• 反思及討論課程所關涉的普遍人文學術議題 

 
學習活動 
1. 課堂以內 
• 講課：2小時／周 
• 討論：1小時／周 

2. 課堂以外 
• 閱讀：30頁／周 
• 寫作：短文、期末論文 

 
 
評核方法 

評核元素 描述 比例 (%) 
課堂報告 
期中評論 
期末論文 

小組報告指定文獻 
個人提交一篇評論，約 1500字 
個人提交一篇論文，約 5000字 

20% 
30% 
50% 

 
評分準則 
• 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教學網站 
• 本課程的教學平台是Blackboard，相關閱讀材料會放在教學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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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日期 課題 閱讀材料 
1月 13日 
（第 1周） 

導論：胡適與當代新儒家 牟宗三，2003 
• 鄭宗義，2010 
• 劉述先，2015 
• 劉保禧，2020 

1月 20日 
（第 2周） 

胡適與文學革命 胡適，2018a 
• 李孝悌，1991 
• 劉芝慶，2011 

1月 27日 
（第 3周） 

農曆新年	 / 

2月 3日 
（第 4周） 

胡適與史學革命 胡適，2018b 
• 余英時，2014 
• 桑兵，2008 
• 陳以愛，2002 

2月 10日 
（第 5周） 

胡適與哲學革命 
（課堂報告） 

Hu，1922 
• 梁啟超，1936 
• 馮友蘭，2001 
• 勞思光，2012 

2月 17日 
（第 6周） 

胡適論孔子 
（課堂報告） 

胡適，2008：94-109 
• 戴卡琳，2013；Defoort, 2021 

2月 24日 
（第 7周） 

英語學界論孔子 
（課堂報告） 

• Fingarette, 1972 
• Hansen, 1992: 57-94 

3月 3日 
（第 8周） 

胡適論墨子 
（課堂報告） 

胡適，2008：152-187 
• Fraser, 2016a 
• Loy, 2011 

3月 10日 
（第 9周） 

英語學界論墨子 
（課堂報告） 

• Chiu, 2013 
• Hansen, 1992: 95-150 

3月 17日 
（第 10周） 

胡適與英語學界論楊朱 • Defoort, 2018 
• Hansen, 1992: 162-165 

3月 24日 
（第 11周） 

胡適論莊子 
（課堂報告） 

胡適，2008：287-302 
• Graham, 2003 
• Hansen, 1992: 265-303 

3月 31日 
（第 12周） 

英語學界論莊子 
（課堂報告） 

• Slingerland, 2003 
• Wong, 2005 

4月 7日 
（第 13周） 

耶穌受難節	 / 

4月 14日 
（第 14周） 

胡適與英語學界論荀子 
（課堂報告） 

胡適，2008：328-367 
• Fraser, 2016b 
• Hutton, 2021 

4月 21日 
（第 15周） 

結論：先秦哲學的知識、語言與心靈 • Defoort, 2019 
• Fraser, 2011, 2021 
• Hansen, 1992: 1-29 

 
基本文獻 
胡適，2008。《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商務。 
胡適，2018-。《胡適全集》，潘光哲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 
• 胡適，2018a。〈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全集‧胡適文存（1）》，頁6-15。 
• 胡適，2018b。〈《國學季刊》發表宣言〉，《胡適全集‧胡適文存（2）》，頁3-15。 
• Hu, Shih. 1922. “Introduction: Logic and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Oriental Book,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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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姓名 劉保禧 

辦公室 許讓成樓 702室 

電話 39439708 

電郵 phlau@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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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屬小組習作 則組內各學生均須簽署聲明：如作業有任何抄襲內容，所有組員（不論有否簽
署聲明及不論有否直接或間接抄襲）均須負上集體責任及受到懲處。 

- 如作業以電腦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維誠」系統 （VeriGu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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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夾附簽署妥

當的聲明的作業，老師將不予批閱。學生只須提交作業的最終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