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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科旨在檢討中國⽂化的特質，研究其在⾛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必須⾯對的障礙與問題，並試圖

為其探索⼀個⾛向未來的⽅向。 

 

學習成果： 

1. 能辨別傳統中國⽂化的主要特質︔  

2. 能辨別現代化的基本問題及解釋中國⽂化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3. 能思考中國⽂化於當代⽂化倫理議題的貢獻，及中國⽂化的未來發展。 

 

課堂編排： 

導論 (Introduction)： 

6/9 第⼀堂：何謂「中國⽂化」︖(What is “Chinese culture”?) 

13/9 第⼆堂：「現代化」與「現代性」(“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ty”) 

閱讀內容：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從價值系統看中國⽂化的現代意義〉 

 

單元⼀：⾃我 (Self) 

20/9、27/9 第三、四堂：⼈、⼈格、⼈類 (Human, person, homo sapiens) 

閱讀內容：《孟⼦》、《莊⼦》節選 

4/10 第五堂：死亡、宗教性與世俗化 (Death, religiousness, and secularization) 

閱讀內容：唐君毅《⼈⽣之體驗續篇》〈死⽣之說與幽明之際〉 

 

 



單元⼆：家庭 (Family) 

11/10 第六堂：孝與⽣育 (Filial piety and procreation) 

閱讀內容：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親〉、傅斯年〈萬惡之原〉 

18/10 第七堂：傳統女性與現代家庭 (Traditional women and modern family) 

閱讀內容：陳獨秀〈孔⼦之道與現代⽣活〉、胡適〈貞操問題〉 

 

25/10期中測驗 (in-class) 

 

單元三：群體 (Community) 

1/11 第八堂：傳統政治思想與制度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閱讀內容：《論語》、《墨⼦》、《⽼⼦》節選 

8/11 第九堂：傳統社會與市民社會、資本主義 (Traditional society vs. civil society and capitalism) 

閱讀內容：⽯元康 《從中國⽂化到現代化：典範轉移︖》〈市民社會與現代性〉 

 

單元四：世界(World) 

15/11 第⼗堂： 倫理學與現代科學 (Ethics and modern science) 

閱讀內容：胡適《科學與⼈⽣觀》〈序〉 

22/11 第⼗⼀堂：⼈與⾃然 (Human and nature) 

29/11 第⼗⼆堂：總結 & 期末測驗 (in-class) 

 

 

評核⽅式： 

課堂討論和期末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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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