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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EA 2150 中國文化及其哲學（23-24 學年暑假學期） 

教師：陳亮（email: leongchan@cuhk.edu.hk） 
地點：LSK LT3 
時間：星期一、三，10:30 - 12:15 
教學網站：Blackboard 
 

課程簡介 

■ 本課共分十專題，介紹中國文化及其背後的文化精神，特別是中國哲學的思

想世界。課程範圍包括文化現象與文化精神、哲學與中國哲學、儒釋道三教

之哲學思想、政治及宗教等。本課特別著重以哲學之眼光審視以上課題，培

養同學進行獨立哲學思考及作價值判斷之能力。 
■ 每一專題均列有指定閱讀材料，同學應按時閱讀，以與課堂所學相互發明。 
■ 本課會分就每一專題派發講義，讓同學能按圖索驥以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所

有講義均會定期上載教學網站，以便同學下載。 
■ 本課除強調對中國文化及其哲學思想之了解外，亦著重訓練學習閱讀古代中

國哲學文獻、現代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著作之能力，並將課堂所學應用到實

際生活中。本課另一特色，乃以現代及西方文化為背景來消化傳統中國文化

及哲學，以讓同學反思中國文化及哲學思想如何能不斷進步及貢獻於世界文

明。 
 

課業要求 

■ 同學須在學習網站發表學習心得，佔總成績 20%  
■ 同學須自選在任何一個專題的指定閱讀材料撰寫一篇讀書報告，最少三千

字，提交期限為 6 月 5 日，佔總成績 40%  
■ 同學須參加期末考試，含兩條短題目及一條長題目。考試在最後一堂課(7 月

3 日)舉行，佔總成績 40% 
 

講授專題 

第 1 堂： 
13/5 

一、文化現象與文化精神 
 
指定閱讀材料： 
1.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第一章，〈緒論〉，頁 1-11。 

第 2 堂： 
20/5 

二、哲學與中國哲學 
 
指定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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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一講〈中國哲學之特殊性

問題〉、第二講〈兩種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不同〉、第三講〈中

國哲學之重點以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頁 1-68。 
第 3 堂： 
22/5 
 
 

三、傳統中國社會﹕家庭、社會、政治、經濟與道德 
 
指定閱讀材料： 
3.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篇》，第三章〈政治思想與制度

之原則〉、第四章〈社會結構與社會權力〉，頁 105-172。 
第 4 堂： 
27/5 
 
 

四、儒家心性論(一)﹕孔子的復禮歸仁 
 
指定閱讀材料： 
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第一及二

章 ，〈孔子之仁道(上)(下)〉，頁 73-151。 
第 5 堂： 
29/5 
 
 

五、儒家心性論(二)﹕孟子的性善(一) 
 
指定閱讀材料： 
5A. 牟宗三﹕《圓善論》，第一章〈基本的義理〉、第二章〈心、

性與天命〉，頁 1-58、131-157。 
第 6 堂： 
3/6 
 

五、儒家心性論(二)﹕孟子的性善(二) 
 
指定閱讀材料： 
5B.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第五及六

章 ，〈孟子之立人之道(上)(下)〉，頁 212-261。 
第 7 堂： 
5/6 
 
提交讀書報告 

六、儒家政治理想與現代民主 
 
指定閱讀材料： 
6.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第一章〈政道與治道〉、第二章〈論

中國之治道〉、第三章〈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頁

1-68。 
第 8 堂： 
12/6 
 

七、老子之自然與無為 
 
指定閱讀材料： 
7.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五講〈道家玄理性格〉、第

六講 〈玄理系統之性格——縱貫橫講〉、第七講〈道之「作

用的表象」，頁 290-342。 
第 9 堂： 
17/6 
 
 

八、莊子之逍遙與齊物 (一) 
 
指定閱讀材料： 
8A.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第十、十

一章，〈莊子內篇中之成為至人神人真人之道〉 (上、下)，
頁 343-401。 

第 10 堂： 
19/6 
 
 

八、莊子之逍遙與齊物 (二) 
 
指定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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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六章，〈向、郭之注莊〉，頁

168-230。 
第 11 堂： 
24/6 
 
 

九、中國宗教及「宗教」概念之再思 
 
指定閱讀材料： 
9.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下)，第七章，〈人類宗

教意識之本性及其諸形態〉，頁 156-208。 
第 12 堂： 
26/6 
 
 

十、中國佛教基本義理 
 
指定閱讀材料： 
10.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二講〈略說魏晉梁朝非

主流的思想並略論佛教「緣起性空」一義所牽連到的諸哲學

問題〉、第十三講〈二諦與三性﹕如何安排科學知識﹖〉、第

十四講〈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頁 245-311。 
第 13 堂 
3/7 

期末考試 

 
 
指定閱讀材料﹕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 
牟宗三﹕《圓善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收《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10，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2003 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年。 
 
其他參考書籍﹕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科目中心 ;《中國文化導讀》編輯委員會﹕《中國文化導

讀》，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999 年。 
梁潄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費孝通﹕《鄉土中國》，新竹縣竹北市﹕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 年。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14 年。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年。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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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勞思光﹕《新篇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書局，2010 年。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 
牟宗三﹕《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下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年。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書局，2011 年。 
牟宗三﹕《時代與感受》，台北﹕鵝湖出版社，1995 年。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 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三)，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 年。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 
劉笑敢﹕《老子古今》，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劉笑敢﹕《詮釋與定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台北，東大圖書，2021 年。 
吳汝鈞﹕《老莊哲學的現代析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年。 
陶國璋﹕《莊子齊物論義理演析》，香港﹕中華書局，1998 年。 
楊國榮、溫帶維﹕《通識中國哲學》，香港：中華書局，2007 年。 
霍韜晦﹕《如實觀的哲學》﹕香港﹕法住出版社，2011 年。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文獻資料﹕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素書樓，2000 年。 
楊伯峻﹕《論語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楊伯峻﹕《孟子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網上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zh  

https://ctext.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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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Descriptors: 
 
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http://phil.arts.cuhk.edu.hk/%7E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