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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立大學 

106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科    目：中國學術專題－中國思想 

考試時間：90分鐘【08：30 − 10：00】 

總    分：100分 

※ 注意：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考試

試卷上；限用藍色或黑色筆作答，使用其他顏色或鉛筆作

答者，所考科目以零分計算。(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

予計分。) 

申論題（每題 20分，共 100 分） 

一、 試論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與傳統士大夫之異同。 

二、 法家的實務派中，管仲「興漁鹽之利」、李悝「盡地力之教」、

吳起「損不急之枝官、廢公族之疏遠者、撫養戰鬥之士」，這些

經濟、制度上的作為，在法家思想體系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請解釋之。 

三、 魏晉玄學家常有「言不盡意」之說，請問此論題中「言」與「意」

的意義是什麼？又「言」為何不能盡「意」？試解釋之。 

四、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論經學演變歷史時，提出這樣的

看法：「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

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

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請就你的所學所知，

舉例說明「漢學」、「宋學」的學術特質。 

五、 近五十年來，大陸積極展開考古發掘工作，因而出土許多古代

文獻，對於吾人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提供不少新的資料。請

就所知，舉出四種出土文獻，並說明其內容以及它對於研究中

國古代思想的價值。 

不得使用計算機
或任何儀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