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1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所別：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中文組) 

科目：中國思想史(本科總分：100分) 

※ 請橫書作答 

一、 請指出與下列詞彙相關的人名或書名，並說明其思想義涵。(20分，每題 5

分) 

1.化性起偽 

2.天人相應 

3.一闡提皆可以成佛 

4.太極圖說 

 

二、 申論題(80 分，每題 20 分) 

1.王充「疾虛妄」論述，頗具理性思維色彩；至其論「性」與「命」， 則別具

一格，請闡述王充「性命觀」之要義。 

2.試述郭象與支道林(遁)二人對莊子「逍遙義」見解之異同及其短長。 

3.請從宋明理學家在論學時的「文獻依據」及「思想內容特色」兩方面，說明

宋明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特色。 

4.戴震在《緒言‧卷下》中說： 

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謂理」，與飲食男女之發乎情欲者分而為

二也，即此飲食男女，其行之而是為循理，行之而非為悖理而已矣。此

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為一物，曰「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

於是不得不與心知血氣分而為二，尊理而以心為之舍。究其歸，雖以性

名之，不過因孟子之言，從而為之說耳，實外之也，以為天與之，視荀

子以為聖與之，言不同而二之則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推以

禮義與性為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為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

體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

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

者也。 

請由以上這段文字，分析說明戴震主張為何？戴震對荀子、宋儒及老聃、莊周、

釋氏學說的批評又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