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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第二學期 (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4 月 18 日) 

科目編號 CC5205 

科目名稱 宗教與思想專題研究：9-19 世紀的中國思想 (Special Topic on 
Religious and Thought: Chinese Thought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 Century)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王汎森教授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三 12:30-15:30; QR403 

科目宗旨 

 

探討九到十九世紀的中國思想，包括宋明理學興起、心學到考據

學、清代中晚期思潮、西方思想之輸入等主題。 

學習成果 

 

學生修畢此一科目，當能夠達致以下目標： 

了解晚唐五代到清代，尤其是宋代以下所謂中國思想的「新傳統時

代」的發展歷程，並探討這一千年的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禪學的黃金時代 

2. 韓愈、李翺與儒學的復興 

3. 中國思想的新傳統時代 

4. 宋代思想：理學與功利主義思想家 

5. 二程與朱子 

6. 明代心學的世紀：王陽明及其門生們 

7. 反禮教的思想家：李贄 

8. 十六世紀的思想運動 

9. 明清思想轉型 

10. 清初思想的新天地：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 

11. 清代的實踐主義思想家：顏元、李塨 

12. 「欲當即理」：戴震及其餘响 

13. 章學誠 

14. 嘉道咸思想之動向 

15. 洋務運動時期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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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課堂講述，並引領閱讀和討論。 

考核方式 

 

1. 平日上課表現、出席、發言（15%） 

2. 研究報告與討論（2000-3000 字）（25%） 

3. 學期論文（5000-6000 字）（60％） 

參考書目 1. 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 南宗禪成立以後的政

治社會史的考證 》，臺北：東大，1988。 

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 

3.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4.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聯經出版， 1994。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聯經出版，1994。 

6.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1982。 

7.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1971。 

8.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9. 島田虔次著，蔣國保譯，《朱子與陽明學》，西安：陝西師範大

學，1986。 

10.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11.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

北： 聯經出版，2014。 

授課語言 中文（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