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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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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老子之“道”

2．生生之德

3．以无为本

4．一心三观

5．六相圆融

6. 顿悟成佛说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60 分）

1．孔子哲学的方法论。

2．孟子的修养工夫论。

3．谈谈荀子的礼论。

4．墨子崇尚“天志”、“明鬼”，主张人的吉凶祸福和命运诉诸天意和鬼神，又提倡“非

命”，反对宿命论，看上去是矛盾的，谈谈你的理解。

5．王充哲学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

6. 简述张载气本论的基本思想。

三、论述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试论庄子之“逍遥”与“齐物”及其关系。

2．试述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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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材料分析题（30 分）

1.“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答顾东

桥书》）

2.“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

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

3.“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复那本体，不是着你

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

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

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

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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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上）

5.“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

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王阳明的知行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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