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史》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及要求 

（一）考查目标 

本科目考试是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复试科目，旨在测试考

生对中国传统哲学基本概念和发展脉络的知识的掌握程度。考试范围是从先秦哲学到近代哲

学。 

（二）基本要求 

1、要求考生对中国哲学基本观念（概念、命题、原著等）的提出者、基本含义具有准确的

把握。 

2、要求考生对相应的中国哲学问题的理论意义有较为深入的阐发。 

3、要求考生对相应的中国哲学问题予以简要的批判，并在论述中尽可能地加以个人的诠释。 

 

二、考试内容 

（一）先秦哲学 

1、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中国古代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大变动，

百家争鸣的兴起和意义。 

2、孔子、孟子、荀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思想特点及其意义。 

3、老子、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思想特点及其意义。 

4、墨子、惠施、公孙龙、韩非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思想特点及其意义。 

（二）汉唐哲学 

1、汉初的黄老学派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对儒家神学的批判。 

2、王充的哲学思想及“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3、魏晋玄学的兴起。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人的“有无(动静)之辩”、“越名教而任自

然”等基本思想及其意义。 

4、隋唐时期儒、道、释的相互作用与合流。隋唐时期哲学论争的“空有” 、“心物(性相)”

之辩等问题。华严宗、禅宗。 

（三）宋元明清哲学 

1、理学的盛行与对理学的分析批判。 

2、宋明时期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等。 

3、张载、二程和朱熹、陈亮、叶适、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主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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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及其各自特色、意义。 

（四）近代(1840 年——1949 年) 

1、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进程。“古今”“中西”之争与近代哲学革命。 

2、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论争的主要问题。 

3、龚自珍、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近代哲学的变革和进化论思想、社会历史观。 

 

三、试卷结构 

（一）题型及分值结构 

  卷面共计 50 分。 

  1、名词解释(4 个，各 4 分，共 16 分) 

  2、简答题(2 个，各 8 分，共 16 分) 

  3、论述题(1 个，18 分，共 18 分) 

（二）评分标准和要求 

  1、回答正确，语言表述清楚。 

  2、要点比较全面，逻辑清楚合理。 

3、论述题能够结合社会历史实际，有自己的真实思想认识。 

四、参考书目 

1、《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冯达文、郭齐勇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