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东方哲学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62022113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文）东方哲学概论

（英文）Introduction of the Eastern Philosoph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课程意义/定位：强调东方哲学学科的出现，与东西文化交融、对垒的历史有密切的

关系。能够从学理上确立及阐明东方民族所拥有的价值系统、文化立场，在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深入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

解东方哲学。

课程目标；对东方哲学主要脉络和重要内容有基础理解和把握。

主要教学内容：印度哲学、日本哲学、越南及东南亚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

主要教学方法：教师授课形式。

基本要求：考勤及随堂作业占 30%分数。期末提交课程论文一篇，需选取印度哲学、

日本哲学、越南及东南亚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某一具体方向，结合授课内容完

成论文，论文成绩占最终成绩的 70%。

Description

Course significance/orientation: This course emphasizes the emergence of Eastern
Philosoph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Being able to establish and clarify the value system and cultural
stance of the Eastern n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deeply integrating the ideolog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Eastern philosophy.
Curriculum objectives: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main vein and
important content of Oriental Philosophy. Main courses: Indian Philosophy, Japanese
Philosophy, Vietnam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hilosophy, Arab-Islamic Philosophy.
Main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Basic requirements: Attendance and class assignments count for 30%.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one course paper shall be submitted, which shall be selected from a specific
direction of Indian Philosophy, Japanese Philosophy, Vietnam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hilosophy, and Arab-Islamic Philosophy. The paper shall be comple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score of the paper shall account for 70% of the final score.

教材

（Textbooks）

总论：

《东方哲学概论》，楼宇烈，1997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东方哲学史》，徐远和，2010 年人民出版社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每节课的授课担当老师会酌情当堂发放参考资料作为补充。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哲学专业学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哲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成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方哲学研究室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专业为印度哲学。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成员 1：张捷，副研究员。日本儒学、越南及东南亚哲学。

成员 2：范文丽，副研究员。印度哲学、佛教哲学。

成员 3：米媛，助理研究员。印度哲学、佛教哲学。

成员 4：魏伟，助理研究员。近代日本哲学。

成员 5：张天一，助理研究员。阿拉伯-伊斯兰哲学。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东方哲学学科的整体状况；

2.了解印度哲学、日本哲学、越南及东南亚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和前沿问

题；

3.掌握比较哲学的方法论。

考核方式（Grading） 平时分 30%，期末论文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3

第一章 东方哲学概论

第一节 什么是东方哲学

第二节 东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当今世界与东方哲学的现代意义

第二周 3 3

第二章 印度哲学（一）

第一节 “六派哲学”概论

第二节 数论派哲学

第三节 胜论派哲学

第三周 3 3

第三章 印度哲学（二）

第一节 瑜伽派哲学

第二节 弥曼差派哲学

第三节 正理派哲学

第四周 3 3

第四章 印度哲学（三）

第一节 吠檀多派哲学

第二节 顺世论哲学

第三节 耆那教哲学



第五周 3 3

第五章 印度哲学与佛教哲学

第一节 印度哲学与佛教

第二节 佛教在印度的流变及其哲学演进

第三节 佛教外传及其哲学的变迁

第六周 3 3

第六章 日本儒学

第一节 日本朱子学派概论

第二节 日本阳明学派概论

第三节 日本古学派概论

参考书目：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

民出版社

第七周 3 3

第七章 近代日本哲学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的传入

第二节 京都学派哲学

第三节 现代日本哲学前沿

参考书目：刘及辰《京都学派》商务印书馆

第八周 3 3

第八章 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导入

第一节 阿拉伯哲学概论

第二节 阿拉伯哲学研究方法论

第三节 “阿拉伯哲学”与“伊斯兰哲学”

参考书目：Henry Corbin,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trans. Liadain
Sherrard, and Philip Sherrard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第九周 3 3

第九章 伊本·西那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发展

第一节 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哲学概述

第二节 伊本·西那（阿维森纳）与阿拉伯逍遥学派

第三节 后伊本·西那传统与苏赫拉瓦尔迪的照明学派

参考书目：Dimitri Gutas, Avicenn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Introduction to Reading Avicenna’s Philosophical Works (2nd Edi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 Tianyi Zhang,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Suhrawardī’s Illuminationism: Light in the
Cav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3).

第十周 3 3

第十章“东亚儒学”导论

第一节 何谓“东亚儒学”

第二节 儒学的东传

第三节 儒学向东南亚的传播

第十一周 2 2

第十一章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越南儒学

第一节 “越南儒学”的成立

第二节 越南儒学特点

第三节 越南儒学对中国儒学的在地化进程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