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107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科目：儒家經典與文明 

一、余英時說：「『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知識人……。知

識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傳統的結束；這便是本書（備註：《士與中國文化》）研究

的下限。這個下限的斷代應該劃在何時呢？……我以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①）廢止

是一個最有象徵意義的年份。」 

（1）請在（①）之部分填寫二個字。（10分） 

（2）請對（①）在中、日、韓儒學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加以申論。（15分） 

 

二、《孟子》有：「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

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如上經文是孟子和滕文公之間的對話，請就如下設問作答： 

(1) 請略述滕文公所面臨的情況。（10分） 

(2) 根據孟子的説法，滕文公該怎麽應對滕國所面臨的形勢？請加以申論。（15分） 

 

三、《論語》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對此經文，中國宋朝，朱熹（1130-1200）曾經在其《論語集注》中說：「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 

(1) 請將「愛之理，心之德」翻譯為白話文。（15分） 

(2) 根據朱熹的《論語集注》，孝弟和仁之關係為何？請加以申論。（15分） 

(3) 在東亞儒學史上曾經有過對朱熹之「仁説」的質疑。請就中（清代）、日（江戶時代）、

韓（朝鮮時代）三國儒者中，就你所知，任選一位，並針對其質疑的焦點加以申論。（20

分） 

 

 

~試題隨卷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