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南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中国哲学史

科目代码：801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中国哲学

………………………………………………………………………

一、考试性质

中国哲学史是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的二级学科点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必须学习的基础性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大学

本科阶段对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及其核心思想等

的掌握状况。实际评价被录取考生的中国哲学基础素养，并为相关专业的学习奠

定基础。

二、考查目标

1.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中心线索、主要流派与理论特征的掌握程度。

2.对中国哲学史的核心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命题的理解掌握程度。

3.对中国哲学史基本原典著作的阅读与理解程度。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

2.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3. 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名词解释 40分（5 小题，每小题 8分）

简答题 60分（4 小题，每小题 15分）

论述题 50分（2 小题，每小题 25分）

四、考查内容

（一）绪论

（1）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转向



（2）士阶层的活跃与百家争鸣的格局

（二）孔子哲学

（1）为仁由己的道德哲学

（2）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

（三）老子哲学

（1）宇宙论

（2）辩证法

（3）政治社会哲学

（四）墨家哲学

（1）兼爱非攻的政治哲学

（2）天志与非命的二元世界观

（3）经验主义认识论

（五）孟子哲学

（1）《大学》和《中庸》的性命观

（2）性善论

（3）仁政论

（六）庄子哲学

（1）道论

（2）齐物论

（3）逍遥论

（七）《易传》哲学

（1）气化论



（2）辩证法

（八）荀子哲学

（1）自然观

（2）性恶论

（3）政治哲学

（九）韩非子哲学

（1）人性论

（2）历史观

（3）政治哲学

（十）董仲舒哲学

（1）天人感应论

（2）性三品说

（3）神权政治思想

（十一）王充哲学

（1）元气说

（2）经验论

（十二）魏晋玄学

（1）王弼的“贵无”论

（2）嵇康的社会批判论

（3）郭象的“崇有”哲学

（十三）隋唐哲学

（1）唯识宗的转识成智论



（2）禅宗的顿悟成佛论

（3）韩愈的道统观和李翱的复性说

（4）柳宗元的元气说和刘禹锡的天人观

（十四）周敦颐哲学

（1）宇宙论

（2）人论

（十五）张载哲学

（1）气论

（2）辩证法

（3）境界论

（十六）程颢、程颐的哲学

（1）天理说

（2）工夫论

（3）境界论

（十七）朱熹哲学

（1）理气论

（2）致知论

（3）心性论

（十八）陆九渊哲学

（1）心本论

（2）致知论

（3）朱陆之争



（十九）王守仁哲学

（1）良知论

（2）知行合一论

（3）本体与境界论

（二十）黄宗羲哲学

（1）气论

（2）政治批判论

（二十一）王夫之哲学

（1）宇宙论

（2）辩证法

（3）认识论

（4）人性论和历史观

（二十二）颜元哲学

（1）批判理学

（2）认识论

（二十三）戴震哲学

（1）气化论

（2）认识论

（3）理欲新论

（二十四）改良派哲学

（1）王韬、郑观应的变法哲学

（2）康有为的进化论哲学



（3）谭嗣同的仁学

（4）严复哲学

（二十五）革命派哲学

（1）章太炎哲学

（2）孙中山哲学

（二十六）新文化运动与古今中西哲学的融会

（1）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2）梁漱溟的生命哲学

（3）熊十力的“新心学”

（4）冯友兰的“新理学”

（5）金岳霖的“道论”

（二十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1）李大钊哲学

（2）毛泽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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