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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第一學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11 月 26 日) 

科目編號 CC5211 

科目名稱 早期中國的思想、信仰及科技 (Early Chinese Thought, Belief, and 
Technology)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馮錦榮教授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三 (14:30-17:30) / Y417 

科目宗旨 

 

早期中國指從上古至漢初的歷史時期。中華文明在這一時期形成，中國思

想宗教的根基也在此時建立。產生於這一時期（特別是其中的春秋戰國時

代）的重要思想觀念、宗教信仰和科學技術兩千多年來一直是中華民族的

核心價值觀念。 

本科通過運用歷史、哲學、宗教研究等跨學科方法及閱讀傳世經典和出土

文獻，引導學生考察早期中國思想、信仰及科技的重要主題和實踐，並啟

發學生探討這些基本價值觀念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延續及其與現當代的關

聯。 

學習成果 學生修畢本科可達致以下目標： 

(a) 理解早期中國思想的重要主題； 
(b) 考察早期中國的宗教信仰和實踐； 
(c) 認識早期中國科學、技術及醫學的成就； 
(d) 探尋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和信仰觀念的根源和基礎； 
(e) 討論早期中國思想、信仰和科技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持續作用和深遠

影響，及其與現代社會的關聯； 
(f) 提高閱讀古典文獻、獨立分析思考和寫作學術論文的能力。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導論：觀念三題－－“儒家之規範意識”、“整體與對待”、“皇帝與

天子” 
(2)甲骨文、《周易》和日書 
(3)疇人之學(一)：天文觀測和星占術 
(4)疇人之學(二)：儀器製作和古代宇宙理論之發展 
(5)孔子與中國科技文化－－兼論儒家對科技文化的兩重性 
(6)老子、莊子對自然・機械的討論與省思 
(7)《墨子》中的道德、邏輯和科技 
(8) (元)氣、陰陽、五行和感應 
(9)周漢時期中國人對死後世界觀的認識 
(10)人體、醫學和養生 
(11)董仲舒與司馬遷的“天人”論議 
(12)張衡、蔡邕和鄭玄對天文、讖緯的研治 
(13)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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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課堂採取講授與討論相結合的方式，學生于課前閱讀指定的參考資料，教

師于講授後安排一定時間組織學生討論相關問題。 

教師經常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瞭解他們在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幫助學生

準備和完成口頭報告及撰寫書面報告和學期論文。 

考核方式 

 

 

Specific assessment 
methods/tasks  

% 
weighting 

Intended subject learning outcomes 
to be assessed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a b c d e f 

1. 學期論文（約 6000
字） 

50       

2. 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

（約 2000 字） 
35       

3. 課堂出席及討論 15       

總分 100 %  

 
學期論文：學生須撰寫一篇約 6000 字的學術論文，其研究課題應與早期

中國思想、信仰或科技相關。學期論文用以評估學生能否達到本科的六個

目標，運用在本科所學到的知識和方法，選擇有創意的課題，展開批評性

的獨立研究，以及能否提高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 
 
 
口頭報告：學生於課堂上按分配的題目進行口頭報告，並需在報告後提交

約 2000 字的書面報告。這兩份報告用以衡量學生能否達到本科的六個目

標，深入理解在本科所學到的知識和方法，對指定的課題展開批評性的分

析，以及能否清晰流暢地用口語進行演講。 
 
課堂參與及討論：學生須完成每週的指定閱讀，出席所有的課，並在課堂

上參加討論。出席、閱讀和討論用以評估學生能否提高閱讀古典文獻的能

力，以及在課堂上能否以學為主，活潑地掌握知識，並主動地思考和解決

每堂課的問題。 

參考書目 Reading List (selected sections): 
曹礎基，《莊子淺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李零，《子彈庫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6。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楊伯峻，《論語譯注》。 北京：中華書局，1980。 
張覺，《荀子校注》。長沙：嶽麓書社，2006。 
馮錦榮(與他人合編)，《亞洲科技與文明》。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 
馮錦榮(與他人合著)，《夢溪筆談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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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文 (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