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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哲學研究就是對世界、人生和思維之種種問

題進行反思。哲學探究的目的就是以理性和批判的精

神，反省及審察生活上的種種事情和價值觀念。大多數

人都曾對人生作出深思，對終極問題和生命問題進行反

省，只是往往不察覺自己在從事「哲學思考」而已。

哲學主要是一種批判的思考活動。批判思考就是審慎考

察我們信念、價值和行動背後的理據。具體而言，批判

思考首先要釐清一種見解究竟有甚麼內容，或先弄清一

個行動所為何事，並找出這些見解和行動的理據，繼而

考慮這些理據是否可靠。然後，我們可以再追問：這些

理據是否足以支持那些見解或行動？這些理據本身是否

合理或已充分確立，不用其他理由來支持？回答這些問

題就等於在評估及反省自己的理據、看法、信念和行

動；我們也可藉此嘗試對它們作出修正。如此一來，鑽

研哲學能助我們確立信念、價值，作出明智合理的判

斷，成為理智自主的人。

哲學既然是對人類思想和活動所作的

考察，因此，哲學問題可以說就是

探究思與行的理據所衍生的問題。探

求理據的過程能夠啟動我們的哲學

思考。

舉例來說，你為甚麼想讀大學？

你或許會說：「為了接受教

育。」但你為甚麼想接受教育？

「為了日後從事較好的工作。」

但為甚麼從事較好的工作是如此

重要？「為了生活得更好。」在這裏，我們已經開始面

對一些哲學問題：究竟甚麼是「好」的生活？為甚麼某

種生活方式比另一種「更好」？「好」在哪裏？我們對

「更好」的生活的判斷是否有根據？這個例子表明，哲

學問題所探討的就是我們種種判斷的理據及其中的基本

概念。我們可以在人生幾乎每一處都發現哲學問題。

哲學探究主要涉及：概念分析，釐

清概念，例如「真」、「善」、

「美」是甚麼，「知識」是甚麼；

推理和證立，研究推理和確立見

解的過程，分析常見的思考謬誤；以及探

討其他學科沒有處理的基本問題，例如自

我、心靈、價值、道德等等。

各種領域都有相關的哲學問題，所以哲學探究的範圍很

廣泛，包括人生、知識、價值、科學、倫理、社會、政

治、藝術、文學等等。哲學研究可分為以下幾個領域：

邏輯：研究推論和論證。邏輯的領域範圍很廣，包

括定義的問題、命題的真假問題、推論的對確問題

等等。

知識論：研究知識的特質和理據。例如何謂知識？

知識如何獲得？我們怎麼知道這個世界以及我的經

驗都是真實的，自己並非處身於「廿二世紀殺人網

絡」之中？

形上學：研究世界的真相和存在物之特質。形上學

包括存有論、心靈哲學和宗教哲學。例如甚麼是

「真實世界」？現在的我和很多年前的我還是同一

個我嗎？人有沒有自由意志？若說上帝是全知、全

能、全善的，為何世上有惡？

價值理論：研究價值的問題。價值理論包括倫理

學、政治哲學和美學。例如何謂美好人生？善惡的

標準會否隨文化不同而異？怎樣才是理想的社會？

怎樣分配財富才是公平的？香港是否一個公義的社

會？美是客觀的嗎？藝術有沒有高低之別？

在探討哲學問題時，哲學家一般會從兩方面入手，其一

是專注當代的哲學問題，其二是專注於哲學史，了解前

人所關心的問題以及他們的答案。這兩方面是互相關

聯的。要充分理解當代哲學問題的特質、起因和可能答

案，就必須先要了解其歷史背景。反過來看，認識現

代哲學問題的討論亦有助我們疏理和了解先哲思想的用

心、特質及其得失之處。

哲學教育能為學生培養多種就業所需

的技能。但更加重要的是，讀哲學既

有趣又有意思！哲學問題本身就充滿

趣味，發人深省。研讀哲學幫助學生

深入思考很多重要問題，培養解決難

題的能力。

修讀哲學有助實現大學教育的目的。哲學是人文學科中

極其重要的一門。哲學訓練能提升學生的思考、批判及

表達能力。中文大學的哲學課程更能引導學生認識中西

思想與文化傳統，開闊視野，對個人、社會和文化的問

題作出獨立而合理的判斷。

哲學與很多其他學術領域相輔相成。

幾乎任何領域的研究都會引發出一些

哲學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成為哲學研

究的對象。例如自然科學會引發出一

些涉及科學理論本身的問題，這些問

題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卻正好是科學哲學所探討的課

題。由此可見，哲學可令人對其他學術領域有更深入的

了解。同時，深入研究哲學問題往往又需要其他領域的

專業知識。例如要進行有深度的科學哲學研究，就必須

熟悉哲學和科學。由此看來，如果學生將哲學與其他學

科融會貫通，就必會得到更全面的教育。主修哲學的學

生可考慮副修與哲學相關的學科，例如政治與行政學、

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學、法律、歷史、中

文、英文或其他外文、翻譯、文化研究、宗教研究、物

理學和生物學等等。同樣，選修哲學課程或副修哲學，

對其他學系學生的專業研習亦大有裨益。

「未經反省審察的生活是不值得活

的」，這是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的名

句。人之為人貴在有理性，能自我反

省，評價及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從而定立目標，自我改善。有了理性

與反思能力，人就能真真正正成為生活、社會和文化的

主人，不至於渾渾噩噩，人云亦云。學習哲學的一大益

處，就是幫助我們培養分析與批判思考能力，發揮人獨

有的潛能，不但令人生更充實圓滿，還懂得對社會事務

有所認識，有所承擔。

哲學課程除着重訓練邏輯、分析、

批判思考以及精確的表達能力外，

還培養很多在任何領域都管用的技

能，例如解決問題的能力、研究與分析能

力、溝通能力、寫作能力以及提出個人見

解的能力。這些能力可應用到各個領域上，不僅對學生

日後事業發展有幫助，而且對人生各方面都很重要。

受過良好哲學訓練的學生能自我反省，善於表達，樂於

論辯和跟人交流。他們懂得重視別人的觀點，又善於反

省審察，作出謹慎明智的判斷，糾正自己想法的弱點，

因此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樂於終生學習。

大學教育的價值不只在於替學生謀

取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而是培養

學生成為成熟、有見地的人，幫助

他們建立長遠的事業基礎。在瞬息

萬變的商業社會裏，懂得時常吸收最新的

專業知識，自我增值，以適應不斷轉變的

工作環境，才是最關鍵的工作技能。

讀哲學正可幫助同學發揮潛能，對求

職和事業發展有利。哲學系畢業生具

備獨立思考和原創能力，思考慎密周

全，說話簡潔有理，能從不同角度剖

析問題，掌握資訊，應付職業和生活

上的種種挑戰。這些才能深受僱主重視。

為了充分發揮哲學訓練所培養的技能

和知識，哲學系亦鼓勵主修哲學的學

生同時學習其他學科，以收相輔相成

之效。學生可考慮副修其他學科，並

且多參與各種活動。學生也可考慮

修讀中英文以外的外語，或透過暑期工作獲得實際工作

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四樓
電話：(852) 2609 7135   (852) 2609 7136 
傳真：(852) 2603 5323 
電郵：philosophy@cuhk.edu.hk
網址：http://phil.arts.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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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哲學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這門學科，可以閱

讀以下的入門書籍：
　我能夠知道甚麼？

　我應當做甚麼？

　我可以希望甚麼？

　人是甚麼？

　—康德 (1724-1804)

哲學家語錄

孔　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柏拉圖：哲學開始於驚奇。

費希特：注意你自己，把目光從周圍收回來，回到你的內

心，這是哲學對其學徒的首個要求。

威廉．詹姆士：人類事業中哲學乃最崇高而又最平凡者。

哲學在最細微的地方下功夫，而展開了最

寬廣的遠景。

維根斯坦：哲學旨在對思想作合理的釐清。哲學不是一套

學說，而是一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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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歷史悠久。早於

一九四九年，新亞書院創辦哲學教育

系。兩年後，崇基學院成立，即開設

人生哲學一課，並於一九六三年成立

宗教知識及哲學學系，及後易名為哲

學及宗教學系。二者皆為中大哲學系的前身。一九七七

年，大學改制，兩所書院之哲學系正式合併，成為香港

中文大學哲學系。

哲學系早期由知譽於國際、稱重於杏

壇的前輩學者唐君毅教授、牟宗三教

授、勞思光教授等先生主持教務。在

他們的辛勤耕耘下，本系得以秉承深

厚的中國人文傳統，發展成國際公認的中

國哲學重鎮，其中以新儒學研究的成績最

為顯著。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本系邀得自北美歸來的劉述

先教授、何秀煌教授等先生加入。這一代學者洞悉香港

處於東亞的地緣優勢，抱着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

羅致人才兼容並蓄，成就一中西哲學並重、自由多元的

教研環境。承繼此傳統，本系至今仍推崇兼容並蓄及自

由多元的理念，成為亞太區內一

個中國與西方哲學兼重、傳統

與現代思潮並包的教學與研究

中心。

本系致力於發展不同哲學領域的

研究，如分析哲學、中國哲學、

現象學、社會政治哲學、倫理學

及應用倫理學等等。本系特別強

調中西哲學的比較作為教學與研究的核心

課題，以配合中文大學促進中國文化現代

化及研究的宗旨。

本系多元、均衡的課程，既着重中國及西方哲學史的全

面認識，又對亞洲、歐洲及北美洲當代主流的運動及論

題作出探討。課程之全面不論在本地或國際上均屬罕

見。

本系課程旨在提供優良的人文教育，既為學生建立良好

的學術研究基礎，以繼續深造；又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

及溝通能力，以應付日後工作和生活上的挑戰。

本系積極舉辦及參與各類型

的學術會議及研討會，為學

生提供多元而新穎的知識，

讓他們接觸本地及海外的著

名學者。導修課在助教的帶領下能夠促進同學之間的交

流，增加對課題的理解及提高表達能

力。同學之間更會按志趣、能力自發

組織讀書小組，一同學習。

教職員是本系的核心資源。本系教師具備多元的文化和

教育背景、國際視野、多種語言能力以及廣泛的興趣和

專業知識，能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課程。

本系教員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北美，並分別在

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澳洲、中國大陸、日本、

台灣及香港等地的學府完成高級學位。他們的研究領域

包括中國哲學、社會及政治哲學、倫理學及應用倫理

學、知識論、形上學、邏輯、語言哲學、心靈哲學、法

律哲學、現象學、詮釋學、古希臘思想、德國哲學、當

代法國哲學、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問題以及比較哲學。

如 欲 了 解 更 多 關 於 本 系 教 授 的 背 景 、 研 究 範

圍 、 近 期 著 作 或 執 教 科 目 ， 請 瀏 覽 本 系 網 頁

（http://phil.arts.cuhk.edu.hk）。

哲學系畢業生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主

要有教育、新聞、政府行政、傳理、公

共關係、廣告、出版、商業管理、業務

行銷及巿場推廣等行業。其

他行業還包括法律、醫藥、

心理、人力資源管理、電

腦、貿易及製造業。

同學亦可選擇繼續升學，留校或到其他院校深造。學校

每年均會提供不少獎學金供學生申請，到海外著名學

府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去年本系便有兩位同學分別

獲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八十萬元1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及

Erasmus Mundus獎學金五十萬元前往歐洲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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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工作 升學深造
69% 31%

表一

1 可參閱網址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80401c.htm

本科生可按自己的興趣選修不同的科目，惟須符合本系

主修要求。本科生須至少修讀哲學系科目共六十六學

分（二十二科）。必修科目包括「哲學概論」、「邏

輯」、「中國哲學史（一） / （二）」、「西方哲學史

（一） / （二）」。此外，學生必須從「形上學」、

「知識論」及「倫理學」三科中選修至少兩科。選修科

目分為「中國 / 東方哲學」、「西方哲學」以及「哲學

問題」三大類，本科生必須於每類中選修至少六學分

（兩科）。本科生也可以在研究院哲學科目中選修不超

過六學分（兩科）。此外，本系鼓勵學生選修第二外

語，如德語、法語、日語等等。

修讀總表
必修科目 學分
哲學概論、邏輯 6
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 12
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三選二） 6

選修科目 學分
中國 / 東方哲學科目 6分或以上
西方哲學科目 6分或以上
哲學問題科目 6分或以上
其他哲學科目或研究院科目
研究院科目不可超過6分

24

總學分 66

哲學系每年收生人數約二十五人。申請者必須符合大學

申請入學條件。

本系除了本科生課程外，亦設有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及

兼讀文學碩士等研究院課程。如欲取得有關哲學系學位

課程的更多資料，或每年開辦的科目大綱，可瀏覽本系

網頁。

必修科目
PHI 1110 哲學概論
PHI 1310 邏輯
PHI 2020 中國哲學史（一）
PHI 2030 中國哲學史（二）
PHI 2040 西方哲學史（一）
PHI 2050 西方哲學史（二）
必修科目（三選二）
PHI 2000 倫理學
PHI 3800 形上學
PHI 3820 知識論

選修科目
範圍一：中國 / 東方哲學
PHI 2301 中國 / 東方哲學原典導讀 
PHI 3111 先秦儒家哲學
PHI 3131 先秦道家哲學
PHI 3191 印度哲學
PHI 3211 印度佛家哲學
PHI 3531 中國哲學特別專題
PHI 3561 東方哲學特別專題
PHI 4111 中國佛家哲學
PHI 4121 禪學
PHI 4131 宋代儒學
PHI 4141 明代儒學
PHI 4351 墨家哲學
PHI 4361 法家哲學
 
範圍二：西方哲學
PHI 2202 符號邏輯
PHI 2302 西方哲學原典導讀
PHI 3152 希臘專家哲學
PHI 3172 中古專家哲學
PHI 3302 分析哲學
PHI 3342 數理邏輯
PHI 3592 西方哲學特別專題
PHI 3622 古典哲學特別專題
PHI 4212 歐洲大陸理性主義
PHI 4222 英國經驗主義
PHI 4232 康德

PHI 4242 德國觀念論
PHI 4252 實用主義
PHI 4262 存在主義
PHI 4272 現象學
PHI 4282 解釋學
PHI 4292 當代英美哲學
PHI 4302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
PHI 4512 尼采
PHI 4522 當代法國哲學

範圍三：哲學問題
PHI 1413 人生哲學
PHI 2113 哲學分析
PHI 3223 當代政治哲學
PHI 3233 社會政治哲學
PHI 3253 實用倫理學
PHI 3313 美學
PHI 3323 文學與哲學
PHI 3333 比較宗教哲學
PHI 3353 商業倫理學
PHI 3363 法律哲學
PHI 3373 愛情哲學
PHI 3383 死亡哲學
PHI 3653 當代哲學特別專題
PHI 3683 應用哲學特別專題
PHI 3713 哲學跨域特別專題
PHI 3743 跨科專題哲學探討
PHI 4153 文化哲學
PHI 4173 科學方法
PHI 4183 科學哲學
PHI 4313 語言哲學
PHI 4323 歷史哲學
PHI 4333 心靈哲學
PHI 4343 教育哲學
PHI 4413 比較哲學特別專題
PHI 4423 哲學資料特別專題
 
範圍四：其他選修科目
PHI 1210 語言、哲學思考與寫作
PHI 2400 拉丁文初探
PHI 4800 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