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 
● 科號：10910CL 410100        ○科目名稱：中國思想史一  
● 上課時間：F3F4FN                 ○教室：人社C405 
● 授課老師：祝平次                   ○助教： 
● 學分數：3                                 ○研究室時間：R56，F56(利用遠距視訊，也可以
另約時段。) 

● 電郵信箱：ptchu@mx.nthu.edu.tw      ○校內電話：42742 
● 本課程將以遠距方式進行。 

一,課程說明 
思想，是人類對其生活經驗觀察、想像、反省後藉由語言的概念化表現；而歷史，則
是人類對於過去事實認知的呈顯。思想史，結合這兩種知識，可以說是一種深化理解
過去人類認知事實的訓練。本課程的目的，即在於將一特定的文化區域所表現出來的
思想型態與內容介紹給修課同學。除了對於古代思想內容的理解之外，本課程也希望
能透過歷史發展與比較的觀點，培養同學形塑思想議題與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 

二,指定用書 
自編教材。（主要參考陳榮捷《中國哲學史文獻選編》） 

三,參考書籍 
● 陳榮捷，《中國哲學史文獻選編》上、下兩冊。 
●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民書局。 
● 錢新祖，《中國思想史》，台灣大學出版社。 
●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學生書局。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灣商印書館。 
●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 
●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978-0-674-9619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674-04331-2.史華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程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 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9) [trans. into Chinese by Zhang Haiyan "Lun dao zhe: 
Zhongguo gudai zhexue lun bia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3). 葛瑞漢：《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3。 

進階參考書籍： 

● 牟宗三全集、唐君毅全集、徐復觀全集。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 錢穆，《國史大綱》、呂思勉，《中國通史》。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FATiD5sJ7afRfEKsQ86cGgE_Bbl625pfqSDjeCYyk8/edit?usp=sharing
https://books.google.com/?id=kA0c1hl3CXUC&printsec=frontcover&dq=Benjamin+I.+Schwartz#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BN_(identif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978-0-674-9619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BN_(identif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978-0-674-04331-2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不以大思想家為主的思想史） 

文獻資料網站： 

● 中央研究院：漢籍資料庫 - http://hanji.sinica.edu.tw/ 
● Donald Strugeon：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 http://ctext.org 
● Kanripo：http://www.kanripo.org 

四,教學方式 
以教師講授為主、同學提問討論為輔。 

五,教學進度 
週數/日期 課程內容 

(01) 09/18 課程介紹：什麼是中國思想史 

● 介紹：本週將說明課程名稱的意義與問題、概略介紹本學期的課程，並說明本
課程的課程安排。由於本課程會以遠距的方式進行，所以本週也會花一點時間
確認遠距設備的使用。 

(02) 09/25 商周政治文化、《左傳》中的禮 

● 介紹：商周的成立到秦帝國出現是政治單位急速整合的一個時段，在這種歷史
背景下，原來維護政治秩序的制度/工具也面臨不同歷史處境的挑戰而不敷使
用。本週的主題，就在於探討商朝以祖宗血緣、軍事恫嚇為維持秩序的手段，
變為以象徵意義為主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則又是嵌鑲在封建宗法制度來進行
，而背後更大的歷史背景，則是農業的進步，使得人數羣聚的數目可以變得越
來越大，也讓農業生活必須遵守的時節循環次序受到人們的注意與思索。 

(03) 10/02 中秋節彈性放假 

(04) 10/09 國慶日補假 

(05) 10/16 周代禮樂制度的捍衛者：孔丘的仁與君子(552 - 479 B.C.E.) 

● 介紹：在周代禮樂制度維持政治秩序的效能越來越差的情況下，政治勢力越過
這個制度彼此競爭的態勢越趨嚴重。面對這樣的情形，如何思索政治的未來成
為此後思想家必須面對的現實。孔丘以禮樂制度的捍衛者的歷史姿態，在那時
統治階層的貴族文化中重新提倡禮樂的價值。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不得不
對禮樂制度的價值重新加以說明。原來禮樂規定那時貴族的行為舉止，孔丘挪
用那時兩個的重要概念─「仁」與「君子」─來重新說明禮樂的重要性。這樣的
說明跨過原來的外在規定，而更重視禮樂「可以」表現出的貴族個人的內在生
命精神。 

(06) 10/23 禮樂制度的反對者：墨翟的義利之道(468B.C.-376B.C.或479B.C.-381B.C.) 

http://hanji.sinica.edu.tw/
http://hanji.sinica.edu.tw/
http://ctext.org/
http://ctext.org/
http://www.kanripo.org/


● 介紹：相對於孔丘站在禮樂這邊，墨翟則站在那時候未經文化教育、必須以勞
動養活自己和家人的民眾這邊。就這點來講，墨翟是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政
治的目的很清楚：人民餓了是否可以吃飽、人民感到冷的時候是否可以穿暖、
人民累了是否有適當的地方可以休息。有時他對政治本身的思索，也會讓他再
加上：人民的生活是否可以不受到政治力的負面影響。禮樂對他來說，浪費很
多資源，卻無助於人民的生活，所以應該加以排斥。相對於禮樂利用較為抽象
的方式來維持政治秩序，墨翟則主張較為明確的政治組織原則─「尚同」、
「天志」，亦即階層式的管理方式：人民在最底層，然後透過層層的管理階層
，一直到「天子」，然後天子再上同於「天」。天的意志是「兼愛」萬民，所
以對於管理階層的選擇標準就在於他們是否能完成天的意志。這樣的選擇標準
，墨翟稱為「尚賢」。(相對於封建宗法的統治資格來自於血緣而不是能力。) 

(07) 10/30 禮樂制度的反對者：老聃的自然之道 

● 介紹：禮樂制度是一種人為的設計，這種「人為性」用傳統的語彙來講就是
「周公制禮作樂」，就某個意義來講，象徵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的方向，就是遠
離「自然」。老聃就是從禮樂制度的人為性與自然的對比來批評禮樂制度。對
老聃來講，自然的最重要特徵就是「長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天長地
久」。而人為的制度或建造的東西，都不能長久；乃至於人本身的肉體生命，
也無法挑過自然衰敗的結果。在這個基點上，老聃描述、想像自然的性質，同
樣也觀察人為的禮樂制度，對之加以批評，並提出對於超出一般經驗性的概念
─「道」，做為他理論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老聃反省了蘊含於人類行動的
目的性(為，wei4)、禮樂、社會評價、死亡、戰爭、自然世界與語言等重要的
課題。 

(08) 11/06 從形上之道到表述之名：莊周的逍遙養生 

● 介紹：莊周是個謎。他擅長講故事，把老聃對人為世界的懷疑植入他一篇又一
篇的故事中。他質疑人為的世界對個人自然生命的傷害，而希望能免除政治與
社會帶來的不自由。政治常以理想為名利用制度滿足了統治者的控制欲；社會
則利用正負面的評價(榮辱)來影響個人對於自己的評價。不管是政治的制度還
是社會的評價，則都依賴言語來達到目的。莊周則呼籲我們要認清自己生命的
本質，避免自己被政治社會所傷害，而能消遙自由活到老。 

(09) 11/13 從形上之道到表述之名：名家的名實指物 

● 介紹：從道老莊的觀點來看，人為的世界就是人類違反自然或道的世界，也是
人類語言的世界。不管是老聃所說「道可道，非常道」，還是莊周的「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都顯示利用語言來指稱道抱持保留的態度。這種對於語言使用的觀察，衍生
出許多對於語言的提問，其中得到最多關注的就是名實問題，也就是用來指涉
實體的名和被指涉的實體之間到底存在那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促成
先秦名家在中國思想史上曇花一現。名家所討論的問題，集中在名和實的關係
：例如名實是否能夠相符、名和名之間的關係，以及使用語言時會發生些問
題。這些問題不只是當時一些遊說之客的論辯的議題，也被認為和當時利用語
言來增進統治效率有關。 

(10) 11/20  孔丘的辯護者：孟軻的性善仁政 



● 介紹：孔丘為周代的禮樂制度辯護，提出補正理由，但是他的說法並沒有得到
大部分人的支持。到了戰國時代，有兩位都曾經在齊國首都臨淄待過的遊士─
孟軻（）和荀況（）─從不同的立場來繼承孔丘的理想，並且從不同的方向來
闡揚孔丘的思想。孟軻注重孔丘把「仁」視為人的內在本質，並且把這樣的想
法進一步詮釋成為他的性善論，再將仁的想法外擴為仁政的政治主張，完成他
「道性善，稱堯舜」的形象。就孟軻來說，仁義禮智四種基本德性是內在於人
性，每個天生下來都具備的。而仁、義的具體做為就是孝敬雙親兄長，儒家的
政治理想也在於讓人人都能夠孝順雙親、敬愛兄長。所以所謂的仁政就是讓每
個人都這樣的條件成為一個仁人、義人。做為儒家傳說中的堯舜就是一方面朝
著能夠提供這樣的條件而努力，一方面本身也是能夠孝敬的楷模。孟軻這樣的
想法，可以說是將孔丘仁與德政的思想結合起來的結果。 

(11) 11/27 孔丘的辯護者：荀況的禮樂羣論  

● 介紹：與孟軻不同，荀況發展的是孔丘注重禮樂的思想。禮樂在周代的政治裏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們的功能都是藉由外在的事物去影響個人的做為。這和
強調仁義禮智是天生本有的德性並不相同。相對的，荀況從禮樂制度當中，體
會到結合成為一個羣體，是人類之所以能夠在大自然中存活下去最關鍵的原
因。因而他不把孟軻認為人在生活環境中會有惻隱之心、恭敬之心、辭讓之
心、是非之心的感觸動機稱做善，而是把能延續羣體存在的「正理平治」稱做
善。所以這樣的善是指向外在結果的一種定義，而不是孟軻所講的內在感觸。
而就個人的生存狀況而言，一生下來，我們只會因自己的飢餓不適而啼哭，並
不了解羣體的重要性，荀子稱這種傾向為性惡，適好與孟軻的性善論針鋒相
對。但有如孟軻因為性善而提倡「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荀況也提倡「塗之人
可以為禹」（路人超能100），怎麼樣從性惡之人變成大聖人禹，荀況認為關鍵
就在於利用「學」（學習）來養成自己的習慣，以抗衡自己原來的天性，成為
決定我們行為最重要的原則和動力。 

(12) 12/04 追求治國效率的法家：講究法術勢的韓非 

● 介紹：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軍事競爭日趨激烈，大國怎麼樣在這種情況
下能夠再兼併他國，擴大自己的疆土；小國怎麼樣讓自己免於被大國併吞都是
那時候政治管理（含軍事與外交）最重要的課題。在這種競爭下，如何加強管
理的效能，是當時的知識人關心的課題。法家在當時看到了對於這個議題的解
決方式，必須掌握法、術、勢三樣訣竅。法，亦即被管理人必須遵守的文字
（法）或口頭（令）規定，可以用來統合不同個性、才能、心思的被管理人。
術，就是管理人的管理技巧。勢，就是整個管理客觀結構所蘊涵的一種勢能。
利用這三種訣竅，法家希望能達到富國強兵、具有必然性的最大效能。 

(13) 12/11 陰陽家、《易大傳》與《黃帝四經》 

● 介紹：在韓非的《韓非子》已經將《老子》中的「道」、「德」往政治管理的
方向來加以詮釋。大音希聲的道，就像使用法術勢的君主一樣，在人們無法看
見聽見的情況下，讓被管理的事物都朝著管理的目的前進。宇宙周而復始的規
律，難道不也是人類社會應該遵循的規則嗎？戰國末期到秦帝國（
221-207B.C.E.）形成的前後，這個問題被那時候的知識人思考著。陰陽家認為
人類的行為應該配合陰陽自然的變化規律，若配合人的行為就會得到好的結果
（吉）；不配合，就會得到不好的結果（凶）。但自然的世界到底有多大？陰
陽家對此也用了他們的想像力來回答這個問題。《周易》原來是卜筮之書，利



用陰陽兩種象符號來形成六十四卦，每卦有或陰或陽六個爻，然後藉著解析一
個卦裏的種種象徵來決定所問之事的吉凶。但在今本《周易》裏，也包括了用
來解釋卜筮原理的《易大傳》。《易大傳》可以說一方面來定型化《周易》做
為一種文本的崇高地位，因為《周易》是模擬天地運行的書，所以可以用來理
解過去，也可以用來預測未來；一方面則是在說明這樣的原理原則時，與儒家
的倫理道德結合在一起，主張宇宙自然的運行就帶來一個生生不息的世界，而
人的行為的目的，都應該以協助這股生生不息的力量的模範。這樣的想法，成
為後來宋代理學最重要的主張之一。《黃帝四經》被認為是流行在漢代初期的
一種思想學派。這種學派要回答的最重要問題就人一個管理者可以以最小的精
力來完成最理想的管理，使得不論在個人的層次或是國家的層次，都處於最理
想的狀況，也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史記．太史公自敘．
論六家要旨》中所提到的「道德家」，能夠兼顧自我的養生和國家的治理。 

(14) 12/18 修己治人的政治理想：〈大學〉與〈中庸〉 

● 介紹：如果說《易大傳》是從宇宙的運行來建立儒家的倫理道德，《大學》和
《中庸》則比較接近孔、孟、荀的傳統，從人世間的羣體生活出發來建立個人
的行為規範，並把個人倫理嵌鑲在政治理想裏，成為一個架構。《大學》和
《中庸》原本為《禮記》中的兩篇。《大學》相對於小學，指那時候貴族後代
到了十五歲以後必須接受的教育。《禮記》中的《學記》所記載的一些事項比
較接近小學。《中庸》就內容來講，可以分為比較講人的性命與誠的一部分，
和其它比較接近《論語》內容的一部分。《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中庸》的第一部分，在以後越來越受到重
視，後來到了南宋（1127-1269）朱熹（1130-1200）就把這兩種文獻和《論
語》、《孟子》放在一起做為他教導儒學的基本典籍，後人就把這四本書稱做
「四子書」或「四書」。 

(15) 12/25 帝國下的綜合性學術：做為雜家的淮南子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 

● 介紹：隨著帝制中國的形成，春秋戰國越來烈的政治軍事競逐開始進入尾聲，
最後在漢代由於削藩引起的七國之亂平定後，封建制正式走入歷史，而中央集
權的皇帝郡縣制得以確立。跟著地域政治單位統合而來的現象，也看到了學術
統合的現象，也就是「雜家」的出現。這些思想潮流通常會綜合先秦諸子兩家
以上思想的特徵；有時則是以收集統整過往的文獻做為標的，而使得完成後的
作品呈現在不同的方面的論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上星期介紹過的《呂氏春
秋》；在西漢則有《淮南子》與董仲舒。《淮南子》與《呂氏春秋》類似，談
論的內容非常廣闊，包括天地萬物。董仲舒則從儒家《春秋》之學開始，透過
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也含納了陰陽家重視陰陽五行的思想。這樣的思想，都不
把人間的政治社會孤立起來看，而會帶入自然世界的運行，也因為董仲舒的這
些傾向，而被後來持儒家立場的人批評為駁雜不精。 

(16) 01/01 開國紀念日 

(17) 01/08 帝國下的文化傳統回顧：揚雄的模擬與王充的批評 

● 介紹：政治勢力的整合，意味著內部衝突的減少，花費在製造、解決這些衝突
的資源相對地就可以投入到其它領域，其中最容易在人類過往歷史留下痕迹的
就是文化的產物。從《呂氏春秋》、《淮南子》想用文字記載關於天地萬物的
所有知識，而《史記》則是想要貫穿人類所有的歷史，這是一種對於時間、空
間整體式的想像。之後，有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書籍目錄，並編成分類書目



《別錄》。在種文化積累之下，出現了揚雄與王充。揚雄透過模擬不同的著作
，來推尊這些著作，並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認同與對於理想文化／知識的想
像。王充則是對於之前的文化累積，透過不斷地批評、檢驗，來確立自己的主
張。 

(18) 01/15 期末作業週 

六,成績考核 
● 修課同學可以選擇繳交10篇心得報告，或與授課教師商議後，擇定一個研究題
目，進行一篇研究報告撰寫。10篇心得報告每篇佔比10%，字數規定為每篇800
字以上；研究報告佔比為100%，字數規定為8000字以上。 

● 報告內容不得抄襲，如有抄襲情事證實，則學期成績為E級分。本課程報告，
不得做為其它課程的報告。 

七,講義位址 
●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ke-cheng-zong-biao/cih/dan-yua

n-nei-rong 
● http://lms.nthu.edu.tw/ 
● 其餘相關資料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ke-cheng-zong-biao/cih/dan-yuan-nei-rong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nthu.edu.tw/courses/ke-cheng-zong-biao/cih/dan-yuan-nei-rong
https://sites.google.com/s/1pxia3zcIf5QCTvCNpX5pp6VObyixBfFV/p/1bbBqpqkOkHghavtiHFifxHA3Ed7y-cLr/ed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