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

 

課程目標：

 

1、能提昇思辨能力，據以建立自身的人生哲學及政治思想體系。

2、能明悉各學派、各思想家之優缺點，並比較其優劣得失。

3、能融會貫通古與今、東與西政治思想，而且能擷長補短，取精用宏。4、能

洞察中共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變與破壞，而知己知彼，知所因應。

5、對時代的演變、思潮的興衰，能有更深層的認識，而有積極改良的志趣。

 

 

課程概述：

 

   本課程前四週為緒論，介紹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應有的基本立場與基本認識，以

建立正確的觀念，從而避免為思想家五光十色的論述所眩惑。其次研討蕭公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兩篇「緒論」的觀察，以瞭解中國政治思想的全豹。接

著進入主題，研讀其它十二單元文章，大部分是教授本人的文章精選，其他還

慎選孫廣德、余英時、林毓生三位名教授及日本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章節，

俾對傳統中國儒、墨、道、法四派政治思想，能辨其短長而取精用宏，並能放

眼未來，對中國政治思想有「創造性轉化」的能力。最後兩週則總結「中國的

政治智慧」及「中國思想缺失」。

 

 

課程要求：

 

1、出席上課，並踴躍發問及討論。

2、口頭報告自選單元，並回答同學提問，容有不足，則由教授代答及講

      評。

3、預習：閱讀各篇章 一遍，熟讀指定篇章三遍以上，以備答問。

4、撰寫期末報告，2，000 字以上，須附「參考書目」及「註釋」，否則

      減分。

 

 

評量方式：

 

1、上課出席：30%
2、平時成績：口頭報告及回答問題 20%
3、期末報告：50%



4、額外加分：踴躍發問、意見高明、熱切討論及班級服務，斟酌加分（至多

10%）

 

 

課程進度：

 

1、緒論 1.社會生物學的研究途徑

2、緒論 2.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應有的基本立場及基本認識。

3、緒論 3.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緒論>
4、緒論 4.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
5、「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應有的立場與認識」

6、「先孔子時代中國政治思想大要」

7、「孔子思想精華」（一）

8、「孔子思想精華」（二）

9、「孔子思想的綜合觀察及補充」、「孔子思想的缺失」

10、「韓非子政治思想的長處與缺失」

11、「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孫廣德）

12、「先秦中國式管理哲學的智慧---XYZ 與 L型管理」（一）

13、「先秦中國式管理哲學的智慧---XYZ 與 L型管理」（二）

14、「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

          滙流」（余英時）

15、「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林毓生）

16、「論語與算盤」（摘要）（澀澤榮一）

17、中國的政治智慧

18、中國的思想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