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下）人社院學士班課程大綱（京都學派哲學） 

科號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25 

科目中文名稱 京都學派哲學 教室  

科目英文名稱 The Philosophy of Kyoto School 

任課教師 黃文宏 

上課時間 星期四 9:00-12:00 

 
一、課程說明： 

  京都學派哲學是日本近代哲學的代表，其影響遍及學問的各個領域，也包括了

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本學期課程以京都學派哲學的創始者，西田幾多郎（1870-

1945）的《善的研究》（1911）為閱讀文本，將重點置於西田幾多郎的哲學體系的

解明，這是京都學派哲學的主要概念。閱讀的範圍主要在該書的前三篇，也就是

「純粹經驗」、「實在」、「善」。三篇相應的問題，分別對應到京都學派如何來思考

「什麼是經驗」、「什麼是實在」、「什麼是善」。 

  就三篇成書的順序來看，「純粹經驗」雖然是西田哲學的主要概念，但是在撰

寫上，則是最後完成的。本課程在閱讀的順序上，依次由比較具體的倫理學開始，

沿著「純粹經驗的倫理學」（第三篇）、「純粹經驗的實在論」（第二篇）、「純粹經驗

本身」（第一篇）的順序進行。純粹經驗的宗教哲學的部分（第四篇），由於牽涉到

後期西田的思想，則視需要予以補充。在課程的安排上，會儘可能地介紹京都學派

哲學的種種可能的發展面向，及其對日治時期台灣哲學的影響。 

  本課程不預設日文閱讀能力。各個基本閱讀範圍，請參閱「授課進度表」。擬

選修同學請自行購買指定用書，第一堂課也請務必到場，以了解相關課堂規定。 

 

二、指定用書： 

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解說：《善的研究》，（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9 年）。 

 

三、參考書籍： 

藤田正勝（編集）：《京都学派の哲学》，（京都市，昭和堂，2001 年） 

 

四、授課方式： 

上課與討論。 

 



   

課程進度表 

週次 主題 每週閱讀範圍 

1.  成書與主旨 
《善的研究》 

第一、二、三版序言 

2.  行為 第3篇第1-4章 

3.  直覺說、權威說 第3篇第5-6章 

4.  理性主義與快樂說 第3篇第7-8章 

5.  活動說、作為統一力的人格 第3篇第9-10章 

6.  善的行為的動機與結果 第3篇第11-12章 

7.  完全的善行 第3篇第13章 

8.  考察的出發點 第2篇第1章 

9.  意識現象是唯一的實在 第2篇第2章 

10.  實在的真景與形式 第2篇第3-4章 

11.  一即多、多即一 第2篇第5-6章 

12.  實在的分化發展 第2篇第7章 

13.  自然與精神、神 第2篇第8-10章 

14.  純粹經驗 第1篇第1章 

15.  思惟、意志 第1篇第2-3章 

16.  智性直觀 第1篇第4章 

 

五、成績考核 

1）出席（10%） 

2）參與討論（10%） 

3）期末考試（80%） 

＊生成式 AI 之使用僅限於查找參考資料，不得直接將所生成之內容作為作業繳

交。 

＊欲選修同學請自行購買指定用書，第一次上課時也務必到場，聽取課程相關規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