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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 5320 近現代中國哲學專題研討：當代新儒家（2023-24 學

年下學期） 
 
講者：鄭宗義（KHB 431，Ext. 37142，e-mail: cy448cheng@cuhk.edu.hk） 
地點：LSK LT1 
時間：星期六，2:30 pm - 5: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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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共分八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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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專題均附建議閱讀材料（詳見講授專題），學員宜閱讀至少一種材料，

以與課堂所聽相互引證、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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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設有課堂報告，由學員分組負責，此部分佔總成績 25%。 
 學員需按時呈交一篇期中習作（不多於二千字），佔總成績 25%。習作批改

後將安排與學員個別面談討論。 
 學員須呈交一篇期末論文（不少於五千字），佔總成績 50%。 
 另為鼓勵學員利用教學網站的討論區發表意見，凡踴躍參與者，最多可獲

10%獎勵分數。 
 
 

講授專題 

一、  導論：「當代新儒家」釋名 

閱讀材料： 
1. 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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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現代新儒學〉，頁 18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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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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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篇》，美國：八方文化，199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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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書局，

199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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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頁 149-173。 
6. 勞思光：〈從當代思潮看新儒家〉，收氏著：《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03-117。 
7. Chang Hao,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ed. Charlotte Fur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8. Liu Shu-hsien,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3, Chapter 2, “Back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pp. 21-40. 

9. Umberto Bresciani, 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aipei: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2001. 
 

二、  合哲學、道德與宗教為一體：當代新儒家的「哲學」、「儒學」

與「宗教」儒學觀 

閱讀材料：  
1.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全集校訂版，

上冊，〈導論〉，頁 9-56。 
2. 牟宗三：〈略論道統、學統、政統〉，收氏著：《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

局，1994 年七版，頁 60-71。 
3. 牟宗三：〈哲學的用處〉、〈訪韓答問錄〉，收氏著：《時代與感受》，臺北：鵝

湖出版社，1995 年三版，頁 119-137、191-208。 
4. 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收氏著、蕭欣義編：《儒

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增訂再版，頁

49-98。 
5. 鄭宗義：〈合哲學、道德與宗教為一體——當代新儒家的儒學觀〉，收鄭宗義、

林月惠合編：《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劉述先先生八秩壽慶論文

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頁 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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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鄭宗義：〈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收沙培德（Peter Zarrow）、張哲嘉

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2013 年，頁 69-109。 
 

三、  存在的感受：以牟宗三《五十自述》為例 

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五十自述》，臺北：鵝湖出版社，1989 年。 
2.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全集校訂版。 
3.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全集校訂版二刷。 
4. 唐君毅：〈病裏乾坤〉，收氏著：《病裏乾坤》，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 年再

版，頁 1-72。 
5. 鄭宗義：〈生命的虛無、沉淪、悲情與覺情——當代新儒家的存在體驗〉，收

羅秉祥、謝文郁合編：《耶儒對談（上、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頁 133-154。 
 

四、  文化哲學的探索（一）：梁漱溟的中西印文化三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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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nd edition. 王宗昱、

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1993 年。 
5. Guy S Alitto, Has Man a Future? 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艾愷採訪、梁漱溟口述：《這個

世界會好嗎？》，臺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2008 年。 
 

五、  文化哲學的探索（二）：195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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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

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二版二刷，附錄，頁 119-184。 
2.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收氏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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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3.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增訂新版，〈政道與

治道新版序——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頁 1-31；第三

章〈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頁 44-62。 
4. 李瑞全、楊祖漢主編：《中國文化與世界：中國文化宣言五十周年紀念論文

集》，中壢市：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2009 年。 
 

六、  形而上學的重建（一）：熊十力的《新唯識論》 

閱讀材料： 
1. 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 
2. 熊十力：〈略談新論要旨（答牟宗三）〉，收氏著：《十力語要初續》。 
3. 熊十力：〈答君毅〉、〈答唐君毅〉、〈答馬格里尼〉，收氏著：《十力語要》，卷

二。 
4. 蔡仁厚：《熊十力先生學行年表》，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 
5. 景海峰：《熊十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6. 郭齊勇：《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年。 
7. Xiong Shili,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John Makeham, New Treaties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七、 形而上學的重建（二）：唐君毅與牟宗三的演繹 

閱讀材料： 
1.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上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全

集校訂版二刷，〈導論〉，頁 9-56。 
2.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第七章〈執相與

無執相底對照〉，頁 369-469。 
3.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第十九講〈綜

貫系統的圓熟〉，頁 421-448。 
4. 鄭宗義：〈徘徊在絕對與多元之間——論牟宗三先生的「判教」〉，收氏著：《儒

學、哲學與現代世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56-287。 
5. Sébastien Billioud,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an Modernity: A Study of Mou 

Zongsan’s Moral Metaphysics, Leiden: Brill, 2012. 
6. Chan N. Serina, The Thought of Mou Zongsan, Leiden: Brill, 2011. 
 

八、  儒家與民主：以牟宗三的政治哲學為例 

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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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增訂新版。 
2. 牟宗三：〈略論道統、學統、政統〉、〈自由主義之理想主義的根據〉，收氏著：

《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七版，頁 60-71、207-215。 
3. 唐君毅：〈中國歷史之哲學省察——讀牟宗三先生「歷史哲學」書後〉；牟宗

三：〈關於歷史哲學——酬答唐君毅先生〉，收牟宗三：《歷史哲學》，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附錄一、二。 
4. David Elstein,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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