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八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哲學研究所                     考試科目：中西哲學史  

一、 試分析說明先秦時代對人性善惡的爭論。  

二、 清儒對宋明理學頗有微辭，稱宋儒「以理殺人」，諷刺明儒主張「滿街都

是聖人」，又說王陽明須負「覆明之責」，這種觀點是否正確？試評論之。  

三、 解釋名詞：  

 1.蘇格拉底式之諷刺(Socratic irony)     2.本體(noumenon)與實體(substance)  

  3.邏輯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與辯証對立(dialectical opposition)  

四、 亞里斯多德所謂「存有之為存有」(being as being)，其義為何？其又謂真正

之智慧乃是「冥想」(contemplation)，亦試明其義。  

五、 試述康德道德哲學中「意志自律」和「意志自由」二概念之義及其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八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哲學研究所                 考試科目：知識論、形上學、倫理學  

一、 對於「什麼是知識？」這個問題，自從柏拉圖以來到本世紀為止，發展出

所謂的「知識三條件說」。1.試述何謂知識三條件說，到了 1963 年,學者葛第爾

(E. Gettier)認為此說有問題,，因此產生了所謂的「葛第爾問題」(Gettier Problem)。

(2)試述葛第爾的論證主旨，以及(3)他所舉的論證實例(他提出兩個論證，現在只

須舉其中任何一個即可)。  

二、 有關「知覺」(Perception)的理論，在哲學史上有所謂觀念論(Idealism)、實在

論(Realism)，後來又發出所謂的「現象論」｛英文是：Phenomenalism。注意：不

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現在就以大家眼前的桌子為例。當我們在知覺

它時，它當然是存在的。可是，當我們所有的人都不知覺它時，它還存在嗎？試

分別以觀念論、實在論和現象論點來回答這個問題，並藉此說明三種理論的主張

及其困難所在。請依次回答：(1)對於上述問題之答案；(2)觀念論主張及其困難；

(3)實在論主張及其困難；(4)現象論主張及其困難。  

三、 試分別說明 Parmenides、Berkeley、Kant 對「存在」的解釋，再由此評述存

在與思維之間的關係。  

四、 Aristotle 如何說其形上學所討論的本原(arche)的意思？又如何依此解釋實體

(Substance)的意涵，並嘗試加以批評。  

五、 假使我們以「行為功利主義」(Act Utilitarianism)來判斷行為的對與錯，將有

那些困難？又布蘭德(Richard Brandt)的「理想道德法規理論」(Ideal-Moral-Code 

Theory)能否解決那些困難？請分別論述之。  

   

 

 

 

 

 

 

 

 

 

 



中國文化大學八十八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  

所(組)別：哲學研究所            考試科目：先秦諸子、隋唐佛學、宋明理學  

一、 試闡述胡宏(五峰)的思想內容及其特色。  

二、 試述王陽明所說的「心即理」、「知行合一」及「致良知」之義旨。  

三、 華嚴宗與天台宗社＂判教上＂有何不同？孰各自宗而論，其判教有何深義？  

四、 中國禪宗「如來禪」、「祖師禪」之分，兩者有何不同？  

五、 對於莊子所說的「逍遙」、「齊物」，你如何理解？  

六、 試從天、性、心三方面比較孟子及荀子的哲學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