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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思想史試題分析】 

學校 試題分析 

台灣師大 

1. 每題五分的解釋名詞，回答字數約 150~250 字為宜。 

2. 何晏、王弼之思想根源於老子思想，因此回答內容幾乎等同於老子，但要注意引出二

人的原典，才有根據。 

3. 本題為考劉邵《人物志》，要注意回答出人性論之時空背景、人性根源問題、五行觀等

思想內容。 

4. 此題考的是探討朱熹、陽明之格物、致知的比較，要說明出其思想內容、方法、兩派

系統思維方式之不同。 

成功大學 

1. 本題拆成三個子題來考關於玄風興盛的問題，第一題要回答出玄風興盛的原因，可從

戰亂、政治等來指出。第二題要回答出人性論之時空背景、人性根源問題、五行觀等

思想內容。第三題為儒道分合觀念，注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四人的名教與自然

論點。 

2. 氣化宇宙論為先秦時雜家所確立，但其根源在《老子》、《易經》都有相似的概念，本

題要說明三者的氣化論之不同，《老子》為由無至有、《易》為太極生陰陽、《太玄》為

玄生九據，這些系統不同處要詳細說明之。 

3.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經由朱熹的解釋，為說明太極之動靜根源之理，但亦可以解成

氣化宇宙論，因此回答此題要由二者不同的角度和天人關係去做比較。 

4. 本題要說明今古文之爭的問題和清代二學派之間的問題，再加以說明此二者的解讀原

典方式不同，但二個朝代彼此間的問題不同但卻相似，要具體說明內容即可。 

中興大學 

1. 此題考同一時代的一家思想，要針對惠施的歷物十事和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堅白論、

指物論等重要思想回答綱要，並且針對不同的思辯方式加以說明。 

2. 魏晉時期的儒道分合觀念，由王弼的儒道正，到嵇康阮籍的儒道反，再到郭象的儒道

合，有其時間上的流變，回答重點為列舉出三個時期不同的見解，並說明歷史、政治

上的意義。 

3. 禪宗為非常熱門的考題，本題可以就禪宗思想來回答，要包含不依經論、見性成佛、

定慧不二、無念無相無住四者加以說明。而次一子題則說明南北宗對於頓悟漸悟看法

的差別。 

4. 本題回答時要列舉出象山和朱子思想的心性觀、格物論，才能以象山角度來批評朱子，

而回答是否正確時可擇一立場解釋之，只要能完整說明即可。 

台北大學 

1. 本題為同一時代的三個天論思想比較，孔子的天為三者兼容的天論，荀子則是為形下

的自然天，墨子的天為能賞善罰惡的人格天，以三人不同的天道觀說明、比較即可。

2. 此題考莊子的心齋、坐忘思想，亦即是莊子超越德性我、認知我、形軀我之培養情意

我思想大要，回答重點要引出莊子的幾句原文，並說明和自然和合的思想內容。 

3. 王弼的聖人有情論為顛覆了傳統儒道之聖人定位，回答時要說明王弼認為聖人身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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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時必定會接觸到「有」，因此重點為自我之無要能表現出來，因此有所謂應物而

無累於物的思想，並加以解釋王弼對於孔子和老子的解讀內容。 

4. 本題為相當大的題目，回答的內容沒有固定答案與格式，可以就所學到的各家各式思

想略舉數項回答，要注意緊扣住存在的價值為何，可以當成是小篇作文來寫，以

450~800 字為宜。 

清華大學 

1. 前半部份為解釋子貢和孔子二人對於貧富問題的看法，後半部份要寫出孔子對於《詩》

的認識是屬於尚用的功效，和稱讚子貢舉一反三相呼應。 

2. 本題考一時代一家思想，要注意法家之中，商鞅重法，韓非則是法術勢三者融合，因

此回答重點為指出二人思想內容、引文和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3. 本題的內容要說明何晏、王弼的聖人論點不同，一者為純老子學，另一者為顛覆了傳

統儒道之聖人定位，除此之外，本題亦問了關於此議題的時空背景，因此亦要說明魏

晉時儒道分合的時間脈絡。 

4. 本題考邵雍思想，其為宋明理學中單獨一人完成之理論，為術數系推演之理學，要說

明其思想內容、特色和代表著作等，並且要與其他主流的宋明理學三系做比較。 

彰化師大 

1. 本題為釋道之比較，道教教義源自於道家，因此在心性的論述上或多或少融合了佛教

思想，要說明道教心性為無之境界，佛教則是非有亦非無，和道教受到佛教影響之處。

2. 張載思想中，太虛即氣、天道性命相貫通、以心盡性分別為《周易》、《周禮》、《中庸》

思想相關聯，回答時要分三項論述，並總結說明其民胞物與的思想。 

3. 魏晉時期的儒道分合觀念，由王弼的儒道正，到嵇康阮籍的儒道反，再到郭象的儒道

合，有其時間上的流變，回答重點為列舉出三個時期不同的見解，說明他們對於名教

與自然的看法。 

4. 清儒之思想反對宋明理學之浮誇，因此偏重於訓詁、考據等經世致用的思想內容，本

題要說明題幹所述之思想大要，和清代重智的共同論點。 

5. 每題五分的解釋名詞，回答字數約 150~250 字為宜。要說明作品、內容等思想觀念。

中山大學 

1. 本題由荀子角度批判莊子思想，解題重點在於針對此句話論述莊子思想中對於無、自

然天、情意我、逍遙等方面做論述，並對照荀子思想中之制天用天、重於人道之部分

做比較。 

2. 董仲舒的人性論，是個頗佔份量的議題，回答的部份要解釋題幹中，董氏對於人性分

三品、以中民之性為性的性三品說，並且比較他和孟、荀二人思想差異。 

3. 本題概括了數個大朝代，為相當大的題目，因此秉持大題小作的原則，要針對各時代

的主流思想略加說明即可，重點是儒道演變、玄學興盛、佛教變遷三個主要內容解釋

之。 

4. 本題考清代思想變化，回答重點要分三個時期回答，可舉出清初三大儒、戴震、康有

為等人的學說加以佐證。 

政治大學 
1. 子題一為唐代重玄派的思想大要，要解釋此派將老子學詮釋為以玄為重，不重於有或

無。子題二要回答出三是偈對於空的解釋，並且說明隋、唐之三論宗、天台宗等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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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解釋的影響。子題三要說明對於此二例子，在對經典作詮釋時，會因著解讀的不

同，可能造成誤判。 

2. 子題一要說明孟荀二人心性論之不同，和關於禮的看法。子題二要回答出天台宗的五

時和華嚴宗三時分期，並說明二者對於最高思想的時期是怎樣的看法。子題三可從彼

此解讀的角度不同，回答說對於同一件事情，產生衝突的檢討。 

3. 本題要回答魏晉時期的儒道分合觀念，由王弼的儒道正，到嵇康阮籍的儒道反，再到

郭象的儒道合，有其時間上的流變，回答重點為列舉出三個時期不同的見解，說明歷

史、政治上的意義，並且關於思想演進的順序，進一步解釋之。 

4. 子題一為董仲舒的心性論，要解釋其對於人性分三品、以中民之性為性的性三品說。

子題二為朱熹的心性論，須說明其心性情三分。子題三為王陽明的心性論，回答出他

的心性為同一個主體，且配合四句教加以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