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史》试卷      第 1  页    共  2  页 
 

中国计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代码：716                    考试科目名称：中国哲学史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报考点提供的答题纸上，做在试卷

或草稿纸上无效。 

一、名词解释（共 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中庸之道 

  2．齐物论 

  3．得意忘象 

  4．道统 

  5．天台宗 

  6．六经皆史 

 

二、简答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老庄并称道家，试述老庄思想的差异。 

  2．董仲舒是如何论述天人关系的。 

  3．简述北宋理学五子对宋明理学的贡献。 

  4．简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 

 

三、论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试论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辩的基本脉络。 

  2．朱陆之争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试卷      第 2  页    共  2  页 
 

    四、材料分析题（共 2 小题，第 1 小题 15 分，第 2小题 35 分，共 50 分） 

      1、概括出大意，并评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要观点。（共 15 分）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

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2、根据以下材料，分析评论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共 35 分） 

（1）“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

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 

  （2）“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

重。”（《朱子语类》卷九） 

  （3）“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

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阳

明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 

  （4）“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

行，已自有知在。”（《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5）“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

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

将这不善的念克倒，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阳

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