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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5320 近現代中國哲學專題研討：牟宗三《中國哲學十

九講》（24-25 學年下學期） 
講者：鄭宗義（KHB 431，Ext.37142，email: cy448cheng@cuhk.edu.hk） 
時間：S 7-9（2:30pm – 5:15pm） 
 
 

課程簡介 

• 本課主要通過研讀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一書，藉此：（1）了解中國哲

學發展中的重要思想；（2）了解牟宗三的中國哲學詮釋；及（3）進窺牟宗

三由之而建立的思想。 
• 牟宗三在書中說，《十九講》是屬於第二序上的講法。他說：「這種第二序的

講法，當然層次是高一點，同時我們也假定你對中國哲學這一條思想流的內

容知道一些。中國哲學大概有些什麼內容，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先有個基本

知識。我們採取第二序的講法，是就著你已經有的基本知識來重新加以反

省、衡量，來看看這裏面有些什麼問題，以及在其他的哲學史中有沒有這樣

的問題。這就需要通過比較來限制、來衡量。」故選修本課的學員最好具備

中國哲學的背景知識。 
• 本課主要以會讀的方式進行，學員須在課前閱讀指定材料，輪流作報告，並

積極參與討論。 
 

課業要求 

• 學員須輪流作課堂報告，此部分佔總成績 25%。 
• 學員須積極參與討論，此部分佔總成績 15%。 
• 學員須於期中呈交一篇習作（不多於二千字），佔總成績 20%。 
• 最後學員須呈交一篇期終論文（不少於五千字），佔總成績 40%。 
• 為鼓勵學員積極利用教學網站的討論區以發表學習心得，凡踴躍於討論區發

言者，最多可獲總成績 10%的獎勵分數。 
 

講授專題 

第 1 周 
 

牟宗三的學思歷程 
 
建議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五十自述》（臺北：鵝湖出版社，1989 年）。 
2.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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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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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 
 

第三講〈中國哲學之重點以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 

第四講〈儒家系統之性格〉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關於「生命」的學問——論五十年來的中國思想〉，

收氏著：《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1984 年七版）。 
2.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七版）。 
 

第 4 周 
 

第三講〈中國哲學之重點以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 

第四講〈儒家系統之性格〉 

 
第 5 周 
 

第五講〈道家玄理之性格〉 
第六講〈玄理系統之性格——縱貫橫講〉 
第七講〈道之「作用的表象」〉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修訂

六版），第五章〈王弼之老學：王弼老子注疏解〉、第六章〈向、

郭之注莊〉。 
2. 鄭宗義：〈論牟宗三先生的經典詮釋觀——以先秦道家為

例〉，收氏著：《儒學、哲學與現代世界》（石家莊：河北人民

出版社，2010 年）。 
 

第 6 周 
 

第五講〈道家玄理之性格〉 
第六講〈玄理系統之性格——縱貫橫講〉 
第七講〈道之「作用的表象」〉 
 

第 7 周 
 

第八講〈法家之興起及其事業〉 

第九講〈法家所開出的政治格局之意義〉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八版），

第二部第三節〈秦之發展與申韓〉。 
2.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增訂

三版），第二章〈論中國的治道〉。 
3. 牟宗三：〈中國文化之問題〉、〈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現實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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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收氏著：《時代與感受》（臺北：鵝湖出版社，1995
年三版）。 
 

第 8 周 
 

第十講〈先秦名家之性格及其內容之概述〉 

第十一講〈魏晉玄學的主要課題以及玄理之內容與價值〉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惠

施與辯者之徒之怪說〉、〈公孫龍之名理〉。 
2.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三章〈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

第十章〈自然與名教：自由與道德〉。 
 

第 9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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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境與問題〉 
第十三講〈二諦與三性——如何安排科學知識？〉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七章〈魏晉名理正名〉、第八章〈阮

籍之莊學與樂論〉、第九章〈嵇康之名理〉。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修訂

五版），上冊，第一部第二章〈中論之觀法與八不〉、第二部

第四章〈攝論與成唯識論〉。 
3.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未來拓展〉，收氏著：《時代與感受》。 

 
第 10 周 
 

第十四講〈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 

第十五講〈佛教中圓教底意義〉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未來拓展〉，收氏著：《時代與感受》。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第二部第五章〈楞伽經與起

信論〉；下冊第三部第一分〈圓教義理之系統的陳述〉。 
 

第 11 周 
 

第十六講〈分別說與非分別說以及「表達圓教」之模式〉 
第十七講〈圓教與圓善〉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下冊，附錄〈分別說與非分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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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牟宗三：《圓善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第六章

〈圓教與圓善〉。 
 

第 12 周 
 

第十八講〈宋明儒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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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83 年五版），第

1 冊，〈綜論〉。 
2.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臺北：聯經，2003 年）。 

 
第 13 周 
 

第十九講〈縱貫系統的圓熟〉 
 
補充閱讀材料： 
1.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七章〈執相與無執相底對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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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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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小組作業，則組內各學生均須簽署聲明。如作業以電腦

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的抄襲偵測系統「維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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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夾附該收據的作業，老師將不予批閱。學生只須提交作業的最終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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