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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哲學與人生 

授課教師：傅佩榮教授 

第九講  中國哲學的特質 

 

一、中國哲學的起源 

1. 尚書，代表永恆哲學 

（1） 洪範篇的「九疇」：五行（水、火、木、金、土），五事（貌、言、視、聽、思），

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五紀（歲、月、日、星辰、歷

數），皇極，三德（正直、剛克、柔克），稽疑（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卜、筮），

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

（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2） 皇極：大中，天子作民父母；為人間所訴求之絕對正義。 

（3） 政治與宗教結合，穩定社會倫理。 

2. 周易，代表變化哲學 

（1） 經（六十四卦，卦爻辭），傳（十翼：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

序卦，雜卦）。 

（2） 基本八卦，由陽爻（ ）、陰爻（ ）組成。有乾 （天）坤 （地）、震 （雷）、

艮 （山）、離 （火）、坎 （水）、兌 （澤）、巽 （風）。 

（3） 六十四卦以「未濟 」終，表示窮、變、通、久。 

（4） 由天象、人事之配合，回應變化之無窮。 

 

二、中國哲學的特質 

1. 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宇（上下四方）宙（往古來今）是生命流行的領域，為有機的整

體。 

2. 以價值為中心的人生觀：人的生命除了自然存在之外，應以實現價值為其目的。 

3. 存在與價值的雙向可以合在一個共同基礎上，就是天（儒家）或道（道家）。 

 

三、結論：存在（充滿變化）與價值（指向永恆）的雙軌，並行又合一，是中國哲學的特色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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