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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科旨在讓學⽣對傳統中國⽂化有⼀綜括的認識。內容包括下列幾個主要專題：中國⽂化之特

質︔中國思想︔以及中國政治、社會與經濟⽣活。另外⼀些專題如中國宗教、古代中國的科學與

技術及中國知識分⼦等亦會涉及。 

 

學習成果： 

1. 能辨別傳統中國⽂化的主要特質︔ 

2. 能思考中國⽂化與現今⽣活的關係︔ 

3. 能評價中國⽂化。 

 

課堂編排： 

6/9 第⼀堂：何謂「中國⽂化」︖ 

閱讀內容：胡適-〈當前中國⽂化問題〉 

 

單元⼀：天 

13/9 第⼆堂：憂患意識與祭祀 

閱讀內容：徐復觀《中國⼈性論史—先秦篇》「周初宗教中⼈⽂精神的躍動」 

20/9 第三堂：天命與⼈⼒ 

閱讀內容：《墨⼦》節選 

 

 

 



單元⼆：性 

27/9 第四堂：性善與性惡 

閱讀內容：《孟⼦》節選、《荀⼦》節選 

4/10 第五堂：逍遙與佛性 

閱讀內容：《莊⼦》節選 

 

單元三：倫 

11/10 第六堂：清末民初的「家庭⾰命」 

閱讀內容：陳獨秀〈孔⼦之道與現代⽣活〉、胡適〈貞操問題〉、漢⼀〈毀家論〉 

18/10 第七堂：孝 

閱讀內容：胡適〈我的兒⼦〉、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親〉 

 

25/10期中測驗 (in-class) 

 

單元四：學 

1/11 第八堂：傳統學制及清末民初的新教育 

閱讀內容：蔡元培〈就任北京⼤學校長之演說〉、〈我在北京⼤學的經歷〉 

8/11 第九堂：學與思 

閱讀內容：錢穆《國史⼤綱》〈引論〉 

 

單元五：政 

15/11 第⼗堂：傳統政治思想與制度 

閱讀內容：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緒論〉 

22/11 第⼗⼀堂：傳統社會 

閱讀內容：費孝通《鄉⼟中國》〈差序格局〉 

29/11 第⼗⼆堂：總結&期末測驗 (in-class) 

 

評核⽅式： 

課堂討論及期末報告（10%＋20%） 

期中測驗（35%） 

期末測驗（35%） 

 

評分標準：http://phil.arts.cuhk.edu.hk/~phidept/UG/Grade_descripto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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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思光：《中國⽂化要義（新編）》 (⾹港：中⽂⼤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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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韋政通：《中國⽂化概論》(臺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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