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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人文學會及課程合作機構簡介 

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    

  香港人文學會前身是新亞研究所哲學會，由一班新亞研究所的同學和校友在 1989 年建

立，1994 年改組成香港人文哲學會，核心成員擴大至包容其他大專院校的教授、講師、研究

生及本科生，甚至社會上其他愛好哲學的人士。香港人文哲學會以致力弘揚中西人文哲學為

主。2012 年 6 月，香港人文哲學會改組為香港人文學會，文化學術方向除哲學外，擴展及文

學、歷史、宗教及通識。 

 

二ＯＯ三年二月，本會與華夏書院初次合辦華夏人文學課程，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全

部課程均成功開辦。同年十月，兩機構再合辦中西哲學證書班課程，亦得到很大的支持，修

讀人數與開課成功率不斷上揚。翌年九月，兩機構再接再厲，在以往的基礎上，增辦多年制

專上哲學證書課程，畢業生可以獲頒專上課程證書。二ＯＯ五年九月，兩機構合辦與上述專

上證書課程涵接的研究課程，畢業生可獲華夏書院頒發相當於碩士及博士程度證書（非認可

學位）。 

 

華夏書院華夏書院華夏書院華夏書院    

創辦人列航飛先生為新亞書院早年畢業生，深受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

諸先生精神之感召，因而於 1962 年創立華夏書院。本校宗旨為繼承新亞書院之學風，上溯宋

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為社會上有志進修之人士提供哲學、文學、歷史、

藝術、中醫等專上課程，全力推廣優良的人文教育，迄今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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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代人文講座（系列三十三） 

二二二二ＯＯＯＯ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度春季中西人文文化學術活動年度春季中西人文文化學術活動年度春季中西人文文化學術活動年度春季中西人文文化學術活動    

香港人文學會主辦香港人文學會主辦香港人文學會主辦香港人文學會主辦    

 

本系列講座以推廣中西文化學術，特別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學為宗旨，俾使社會人士

對中西人文科學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案：本系列講座之前名為「中西哲學講座」及「中西人文講座」。 

 

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    

講題：海德格的死亡哲學 

講者：劉桂標博士（香港人文學會理事長、中大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日期：2015 年 4 月 1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 時至 6 時 

簡介：既然有生，何必要死？生死問題，常被視作人類千古不解之謎。人有樂生惡死的

自然傾向，故此對很多人來說，死亡是人生的毀滅，是最令人感到恐懼、憂慮和痛苦的

人生問題。當代大哲海德格(Heidegger)在其代表作《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一書中，

將死亡問題視作人存在問題中最核心的部分，摒棄了傳統哲學從知識入路的探討，轉而

從存有論的價值入路，闡釋了死亡的種種意義；不但令人對死亡問題有前所未有的啟發，

而且從中了解人存在的自由和意義，是把握《存有與時間》一書的津梁。本講將依於原

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海氏的死亡觀，以及相關的時間、存在、自由等觀念。 

 

第第第第二講二講二講二講    

講題：大同與小康的本旨 

講者：方世豪博士（香港人文學會會長） 

日期：2015 年 4 月 14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 7 時半至 9 時半 

簡介：《禮記‧禮運篇》中說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世界。這

段文字對中國近代思想影響甚大，但中國以前其實不是很重視這文字。到底這段文字的

本來意思是甚麼？大同思想是不是儒家的思想？大同世界是不是比小康之治好呢？本講

會根據原文的解釋，探討《禮記》中禮樂之道的思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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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第三講第三講第三講    

講題：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論知善與欲善 

講者：葉達良先生（香港人文學會課程部講師） 

日期：2015 年 4 月 16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 時半至 9 時半 

簡介：性善乎？知行合一乎？智識為心主乎？知善即欲善乎？知惡即惡惡乎？柏拉圖主

張智識為心主；人皆自願選取善，無人自願選取惡。誠高論也，不合俗情，如實情乎？

亞理斯多德分析意願與知識，主張使人知善知惡，亦可欲善欲惡。似平實之論也；平則

平矣，如真實乎？柏亞二氏之論，表面似對反，深層亦對反乎？二氏如何理解靈魂之主

宰？如何理解智識與意願？本講演試簡介簡論之。 

 

各講地點：香港人文學會（荃灣大涌道 8號 TCL中心 1 字樓 110B室）（愉景新城對面，消防

員宿舍比鄰） 

電話查詢：23270177、60517015（吳先生，朝十晚十內） 

參考網頁：http://www.hkshp.org/（香港人文學會網頁） 

社交網站：http://www.facebook.com/hkshp（香港人文學會臉書） 

 

※費用全免，為免向隅，請早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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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在生活、仁才並建」專題系列講座 

「道在生活、仁才共建」系列專題講座 

圓玄學院主辦 

香港人文學會協辦 

 

現代社會物質享受持續增長，但精神生活反而不斷倒退，物欲的追逐令人迷失自

我。有見及此，本系列講座廣邀本地宗教、哲學及其他文化思想學者，以傳統中國道、

儒、佛三大宗派的智慧為本，結合老、莊、孔、孟、釋迦等古代聖哲的思想與現代學

術觀點，反省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與大家一起思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並分享傳統

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 

 

日  期：2010 年 1 月 29 日起每星期五 

時  間：晚上七半時至九時半 

地  點：香港人文學會（荃灣大涌道 8 號 TCL 中心 1 字樓 110B 室）（愉景新城對面，

消防員宿舍比鄰） 

講  者：香港、內地及海外的宗教、哲學及其他文化思想學者 

電話查詢： 

24145510 / 24150930 （圓玄學院）   

23270177 / 60517015 （香港人文學會） 

 

電  郵： 

admx@yuenyuen.org.hk （圓玄學院） 

hkshp.hk@gmail.com / hkshp@facebook.com （香港人文學會） 

 

參考網頁： 

http://www.yuenyuen.org.hk （圓玄學院網頁） 

http://www.hkshp.org （香港人文學會網頁） 

http://www.facebook.com/hkshp （香港人文學會臉書） 

 



 7

以下為 2015 年 4 月份講者及講題： 

 

四月份講者及講題 

【第 248 講】2015 年 4 月 10 日 

講者：張明陽先生（宗教學人、門薩學會會員） 

講題：無憂花開──佛教哲學與現代實踐 

 

【第 249 講】2015 年 4 月 17 日 

講者：陳沛然教授（新亞研究所哲學組教授） 

講題：佛家十大生活哲學 

 

【第 250 講】2015 年 4 月 24 日 

講者：潘敬泰先生（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 

講題：快樂生活之道 

 

 

※免費講座，欲免向隅，請早入座。    

 

※其他各講即將推出，敬請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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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代人文文庫》介紹及稿約 

香港人文學會主理香港人文學會主理香港人文學會主理香港人文學會主理    

 

緣起 

本文庫由香港人文學會主理，於 2014 年 2 月建立。本文庫以推廣文化論述及促進學術研

究為己任，收錄哲學、文學、歷史、時事政治、文化論述等學術論文及文章。本文庫旨在溝

通學術與社會大眾，宣揚人文關懷，為中西文化學術承傳而努力。本文庫接受外來投稿，所

有來稿，俱在本會網頁「現代人文文庫」一頁刊登，並本文庫臉書專頁附摘要及作連結，方

便作者與讀者即時直接交流，網址如下： 

http://www.hkshp.org/modernhumanities.html（人文網頁現代人文文庫頁） 

http://www.facebook.com/modernhumanities（現代人文文庫臉書專頁） 

另外，本文庫所刊載的學術論文，同時會以「現代人文學誌」名義不定期以印刷本刊出，並

收錄於本會網頁「現代人文學誌」一頁，網址如下： 

http://www.facebook.com/mhjournal.html（現代人文學誌網頁） 

 

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主編：劉桂標 

副主編：方世豪 

編輯委員：余國斌、岑朗天、李小杰、李耀強、韋漢傑、梁錦堂、郭其才、陳成斌、葉達良、

趙善軒、劉志輝、潘敬泰、潘樹仁 

 

稿稿稿稿約約約約::::    

1. 本文庫以弘揚中西人文精神及相關論述為宗旨，專門收錄哲學、文學、歷史、時事政治及

文化論述等著作。 

2. 歡迎來稿；無論是學術論文，或一般論述文章，都無任歡迎。 

3. 本文庫編輯、撰稿等均屬義務性質，故來稿不設稿酬。 

4. 學術論文一般以五千字起，討論專業學術問題； 

5. 其他文章一般不超過五千字，但題材與內容適合者可酌情刊登，惟行文宜通俗、淺白； 

6. 其他文章體材包括專欄、書評、文化學術資料整理和介紹等； 

7. 學術論文採用匿名評審制度，其他文章須通過編輯委員會審閱始能刊出； 

8. 本文庫有刪改來稿權； 

9. 除酌情轉載文章外，凡來稿的版權歸本文庫所有，可在其他媒體刊出，若作者需要以其他

方式自行出版，請先知會本文庫編輯； 

10. 來稿請電郵本會戶口：hkshp@facebook.com或 hkshp.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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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規格稿件規格稿件規格稿件規格::::    

i. 文稿請存成一般文書檔案（*.txt或*.doc）。 

ii. 所有文章註釋須完整、規範；建議標點符號方面，引號用「」，引號中的引號用『』，

書名用《》，篇章名用〈〉，注釋請用尾註方式及以阿拉伯數字（1,2,3……）編號。 

iii. 文稿應有部分： 

iv. 所有稿件──論述題目、作者姓名（可用筆名）、作者地區標識（只適用於中國、台

灣及海外稿件）、摘要、通訊地址及電話。 

v. 學術論文──除上述各項外，請附真實姓名、學銜或職銜；並附摘要及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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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代人文學課程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香港人文學會主辦，部分課程與友好機構合辦。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融合中西文化    開展人文精神 

 

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    

1. 辦學理想：本課程旨在繼承新亞書院學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

制度，為社會上有志進修人士提供優良的人文學、哲學專上課程及研究課程。 

2. 全人教育：課程重在弘揚中西人文精神，故此著重人格的全面發展，特別重視跨學科的

通識教育。 

3. 教師資歷：設資深專任導師，除教學外，亦從事學術研究、文化推廣等工作；同時聘請

本港學術界專家學者兼任教席。 

4. 課程設計：參考多間國內外著名大學及民辦書院的相關人文學、哲學課程，務求令課程

全面而有系統，並且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設置各類課程。 

5. 多元配合：除了正規教學外，還有學術講座、文化期刊及哲學網頁等元素配合，令學習

更多元化和生活化。 

 

2020202011113333 至至至至 2020202011114444 年度課程講年度課程講年度課程講年度課程講者者者者［［［［依筆畫序依筆畫序依筆畫序依筆畫序］］］］    

方世豪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及博士） 

岑朗天先生（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 

韋漢傑博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數學系博士） 

郭其才先生（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 

葉達良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烏帕塔爾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劉桂標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 

潘敬泰先生（榮休律師、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 

潘樹仁先生（世界醫學氣功學會理事、自由學者） 

韓曉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文學碩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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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寶珍小姐（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 

 

現代現代現代現代人文學課程委員會人文學課程委員會人文學課程委員會人文學課程委員會    

主任： 

  劉桂標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 

副主任： 

  方世豪博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及博士） 

研究員〔依筆劃序〕： 

  韋漢傑博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數學系博士） 

  葉達良先生（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烏帕塔爾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郭其才先生（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全年分為三學期。 

上學期（秋季）由九月到一月，約共四個月。 

下學期（春季）由二月到六月，約共四個月。 

暑 期（夏季）由七月到八月，約共個半月。 

備註：逢公眾假期、八號或以上颱風以及黑色暴雨訊號的日子，取消課堂並順延下

週上課。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    

◆ 3 學分科目（分二階段，每階段 8 講，二階段共 16 講，每講 2 小時 15 分，共

36 小時；相等於三個 1 學分科目或任何 2 學分科目的其中三階段） 

每階段$1140／全二階段$2180 

會員優惠每階段$1080／全二階段$2120 

備註：3 學分科目一般不在暑期開設 

◆ 2 學分科目（分二階段，每階段 6 講，二階段共 12 講，每講 2 小時，共 24 小時；

相等於兩個 1 學分科目或任何 2 學分科目的其中二階段） 

每階段$660／全二階段$1220 

會員優惠每階段$600／全二階段$1160 

備註：2 學分科目一般不在暑期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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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分科目（一階段共 6 講，每講 2 小時，共 12 小時；相等於 2 學分科目的其

中一階段） 

學費：$660，會員優惠$600 

（備註：修讀四年制專上文憑課程者必須修讀論文指導科作為其中一個 2 學分科

目，論文指導及批改費為$1200，於修讀該科時繳交。修讀研究文憑課程者必修論

文指導科作為其中一個 3 學分科目，論文指導及批改費為$2000，於選定論文指導

老師並開始接受指導時繳交。） 

聽課證書：每科出席率不少於 80%者（即 2 及 3 學分科須最少上 12 講，1 學分科

或二學分科的其中一階段最少上 6 講），可經申請獲取該科的聽課證書。 

上上上上課地點課地點課地點課地點 

香港人文學會（荃灣大涌道 8 號 TCL 中心 1 字樓 110B 室，愉景新城對面，消防局

比鄰） 

華夏書院（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 室，先達廣場對面） 

電電電電話查詢話查詢話查詢話查詢 

23270177、60517015 吳先生（朝十晚十內）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1. 以電話預約後（23270177、60517015 吳先生，朝十晚十內），親臨荃灣大涌道

8 號 TCL 中心 1 字樓 110B 室香港人文學會辦理報名及繳費手續。 

2. 以畫線支票（抬頭「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哲哲哲哲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或入帳收條連同表格寄回荃灣大涌道 8

號 TCL 中心 1 字樓 110B 室香港人文學會收。 

3. 欲免向隅，請最遲於每科開課前一天報名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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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1111 自由修讀課程自由修讀課程自由修讀課程自由修讀課程    

凡有興趣人士均可自由修讀任何科目，入學資格、修讀年期及學分數目俱沒有限制。 

學費：逐科收費，總額視乎修讀學科數目而定。 

 

5.5.5.5.2222 哲學證書課程哲學證書課程哲學證書課程哲學證書課程    

入學資格：不限 

修讀年期：不限 

修讀學分：不少於 12 學分： 基礎／一般通識科目：不少於 2 學分 

 基礎哲學科目：不少於 4 學分 

 一般哲學科目：不少於 6 學分 

學分豁免：凡修讀 2003 年香港人文學會及華夏書院合辦的中西哲學文憑班課程

者，所有修讀科目均獲承認。至於持其他相關證書或文憑者（須出示畢

業證書或文憑），最多可豁免修讀 4 學分（2 學分通識科目或基礎哲學

科目，以及 2 學分一般哲學科目）。 

學    費：逐科收費。 

論文批改費：$300（交哲學論文時繳付） 

證書頒發：學員若符合下列條件，課程畢業／結業學員可獲本會頒發哲學證書外： 

1.每科出席率不少於 80%（即 2 學分科須最少上 12 講，1 學分科或二學

分科的其中一階段最少上 6 講），並且 

2.繳交 3000-5000 字的哲學論文而取得合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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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3333 專上專上專上專上哲學哲學哲學哲學證書證書證書證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入學資格：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或有志進修人士。 

修讀年期：一般修讀年期為四年，有需要者可以申請提早至二年或延遲至八年。 

修讀學分：不少於 66 分（當中須有不少於 22 學分的 3、4 字頭科目），修讀學分細

節如下： 

 基礎通識科目：不少於 4 學分 

 一般通識科目：不少於 4 學分 

 基礎哲學科目：不少於 16 學分 

 一般哲學科目：不少於 40 學分 

 論文指導科目：2 學分 

學分豁免：凡香港人文學會及華夏書院合辦 2003 年的中西哲學文憑班畢業生，或

者 2004 年或以後的哲學證書課程畢業生，或者持其他相關證書或文憑

者（須出示畢業證書或文憑），最多可豁免 8 學分（2 學分通識科目、2

學分基礎哲學科目，以及 4 學分一般哲學科目）。 

報 名 費：$300 

學    費：逐科收費。 

文憑頒發：學員若符合下列條件，課程畢業／結業學員可獲本會頒發專上哲學證書： 

1.每科出席不少於 80%（即 2 學分科須最少上 12 講，1 學分科或二學分

科的其中一階段最少上 6 講），及 

2.每科考核合格，並且 

3.學期終繳交經由課程導師指導 7000-10000 字的哲學論文並獲得合格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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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4444 哲學研究初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初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初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初級證書課程（（（（相當於碩士程度相當於碩士程度相當於碩士程度相當於碩士程度））））    

入學資格：持大專學士學位，或取得本會頒發四年制中西哲學證書，或符合相關學歷要求。 

修讀年期：一般修讀年期為兩年，有需要者可以申請提早至一年或延遲至四年。 

修讀學分：不少於 24 學分（除了 5 字頭科目外，亦可選修不多於 8 學分的 4 字頭科目）。 

專研範圍： 

1. 中國哲學 

2. 西方哲學 

3. 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 

4. 東西比較哲學 

報名費：$500 

學費：逐科收費。 

證書頒發：學員若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課程畢業／結業學員除可獲本會頒發哲學研究初級證

書（非認可學位）： 

1.每科出席不少於 80%（即每科須最少上 12 講）。 

2.每科考核合格（考核方式由每科導師決定）。 

3.學期終繳交經由課程導師指導 30000-50000 字的哲學論文並獲得合格成績。 

 

※注意：本課程一般不會在暑期開設。 

 

5.5.5.5.5555 哲學研究高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高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高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高級證書課程（（（（相當於博士程度相當於博士程度相當於博士程度相當於博士程度））））    

入學資格：持大專碩士學位，或取得本會頒發中西哲學研究初級證書，或符合相關學歷要求。 

修讀年期：一般修讀年期為三年，有需要者可以申請提早至一年半或延遲至六年。 

修讀學分：不少於 15 學分（須全部為 5 字頭科目）。 

專研範圍： 

1. 中國哲學 

2. 西方哲學 

3. 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 

4. 東西比較哲學 

報名費：$700 

學費：逐科收費。 

證書頒發：學員若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課程畢業／結業學員可獲本會頒發哲學研究高級證書

（非認可學位）： 

1.每科出席不少於 80%（即每科須最少上 12 講）。 

2.每科考核合格（考核方式由每科導師決定）。 

3.學期終繳交經由課程導師指導 70000-100000 字的哲學論文並獲得合格成績。 

※注意：本課程一般不會在暑期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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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華夏人文學課程華夏人文學課程華夏人文學課程華夏人文學課程    

◆主辦機構： 

香港人文學會、華夏書院合辦 

    

◆本季學科： 

本季開設禮記易傳之道、禪宗和宋初言性之思想 2 科。科目內容詳本課程手冊「科目介紹」

部分。 

 

◆聽課證書： 

每科出席率不少於 80%者（1 學分科即 10 學時、2 學分科即 20 學時、3 學分科即 30 學時），

可經申請獲取該科的聽課證書。 

 

◆學費、電話查詢及報名方法： 

學費：逐科收費，每科費用詳見本季科目介紹。 

電話查詢：36935595（華夏書院，下午二時至八時辦公） 

報名方法： 

1. 親臨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40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室華夏書院（下午二時至八時辦公）辦理

報名及繳費手續。 

2. 用畫線支票（請以「華夏文化中心」名義抬頭，注意：不是「廈」）連同報名表格，寄往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40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室華夏書院。 

3. 欲免向隅，請最遲於每科開課前一天報名留位。 

    

※※※※修讀課程者須向修讀課程者須向修讀課程者須向修讀課程者須向華夏書院華夏書院華夏書院華夏書院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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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季課程各科收費 

【香港人文學會主辦課程】 

(須在香港人文學會報名) 

GXC101x 思考方法（1 學分） 

PYA213x 快樂的哲學（1 學分） 

PYB306cx 易象占善（1 學分） 

PYB313bx《墨子》的哲學詮釋（1 學分） 

PYC311b 現象學導論（1 學分） 

PYC312x 後現代主義導論（1 學分） 

PYC405cy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導讀（1 學分） 

PYC411y 德里達《論文字學》導讀（1 學分） 

 

【香港人文學會、華夏書院合辦華夏人文學課程】 

(須在華夏書院報名) 

PYB325 禮記易傳之道（2 學分） 

PYD316 禪宗和宋初言性之思想（2 學分） 

 

◆◆◆◆    1111 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    

$660$660$660$660，，，，會員優惠會員優惠會員優惠會員優惠$600$600$600$600    

◆◆◆◆    2222 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    

每階段每階段每階段每階段$660$660$660$660／／／／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1220$1220$1220$1220    

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600$600$600$600／／／／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1160$1160$1160$1160    

◆◆◆◆    3333 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    

每階段每階段每階段每階段$1140$1140$1140$1140／／／／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2180$2180$2180$2180    

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會員優惠每階段$1080$1080$1080$1080／／／／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全二階段$2120$2120$212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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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季科目介紹 

GXC101 思考方法（1 學分） 

人會思考，但不知如何思考，精密的思考是需要學習和訓練的。儒哲牟宗三先生說：「我的一

生可以說是『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之經過。」雖然人是理性的

動物，但我們的理性是會被扭曲的，被扭曲的理性使人不能再理性地處理問題，令人陷入災

難中。這個課程目的是要通過實例的討論以進行思考方法的學習，發現我們理性中被扭曲的

問題點。 

 

課程大綱： 

1. 簡單介紹什麼是思維：構成思維方式的要素、種類，思維方式的創新 

2. 克服思維定式：逆向思維練習 

3. 理性思維法、直覺思維法 

4. 收歛性思維法、發散性思維法 

5. 博奕思維法、系統思維法 

6. 抽象思維法、形象思維法 

 

講者：譚寶珍女士 

華夏書院講師。於新亞研究所隨牟宗三先生研習康德哲學及儒釋道等哲學思想多年，致力研

究思想文化對行為的影響。 

 

日期：2015 年 4 月 23日起每星期四（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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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A213x 快樂的哲學（1 學分） 

從古至今，從中到外，各種宗教創立或推廣者，政治思想家，社會改革者，哲學家，詩人都

曾提出一人人皆想實現的理想：在這個充滿飢餓，疾病，痛苦，死亡，戰爭，天災，人禍，

及在這人類似乎無法掌握其「未來」的現世中，如何獲取一幸福和快樂的生活？甚麼是「快

樂」？「快樂」可否有效地被量度？各種科學能否提供一些有用的資料協助我們追求「快樂」？

「快樂」的生活是否必然是「好」的生活？「好」的生活是否必然是「快樂」的生活？「快

樂」是否或應否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在這一課程中，講者嘗試透過就這問題作過內省及反思

的宗教及哲人留下的文字，共同探索這一耐人尋味的問題。 

 

課程大綱： 

1. 甚麼是「快樂」？ 

2. 「快樂」的歷史一：古代 

3. 「快樂」的歷史二：中古及現代 

4. 「快樂」的歷史三：現代 

5. 物質生活條件與「快樂」的關係。「快樂」可否被量度？如可被量度，如何量度？有甚麼

局限？ 

6. 結論：如何才可「快樂」地生活？「快樂」是否或應否是人生唯一的目的？ 

 

講者: ：潘敬泰先生 

自由學者，退休律師，現任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 

 

日期：2015 年 4 月 20日起每星期一（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B306cx 易象占善（1 學分） 

《易經》的基礎分科，是象、數、理三大系統，象形為基礎之文字結構，即是大量之符號圖

像形態，圖像訊息符號誘導右腦串連思維，引發記憶和聯想思索，跟著啟動立體旋轉具像，

藝術功能透亮，繼而爆發潛能，將深層智慧提昇，用之於世。這種潛能同時接受遠古聖賢訊

息，古文化智能資訊，由古至今所積累之巨大潛能，就是語言文字之動態圖畫，包含所有連

串關聯之詞彙辭藻，即時集中一起，在電光火石之瞬間，爆發啟動，打破阻障，貫匯人類大

腦和宇宙訊號的交換溝通。學者趙世文在《漢字．中國文化的基因》認為：「我覺得還原到動

作是悟漢字之重要途徑之一。……我們今天漢字所傳遞的信息量要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

領悟動態之文字，用象取意，以象占卜，產生潛能創意，是一個巨大無比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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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包括生命成長的八個階段，不同時期的傳統文化應用，從胎教到成為德才兼備的真君子： 

1.易象學說 

2.結繩文字 

3.卦象和象形器物 

4.方位和顏色的圖像與心理思維 

5.各種符號形象的貫通 

6.圖像記憶法的立體思維 

7.圖形象物及測字占卜 

8.圖像占善 

 

講者：潘樹仁先生 

現任香港人文學會課程部講師，中知書院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專業教育學院客座講師，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客座講師，以研究中國哲學、水文化、氣功養生學及生命教育為主。著作有《文

字創意學》（火柴頭工作室出版）、《淮南鴻烈》、《孔子家語》（中華書局出版）等。 

 

日期：2015 年 4 月 22日起每星期三（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B313bx《墨子》的哲學詮釋（1 學分） 

《墨子》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經典。對於《墨子》的學說，時人每每僅憑印象中的「兼愛」、「尚

同」而視其為理想主義者；又從電影漫畫中的「守城」、「非攻」而視其為工匠家或軍事家，

即使是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也曾說：「反觀墨子，……第一其系統即是不完備的、不高明的，

即只有理想論，而無基礎論與修養論。」（《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上）》）然而，《墨子》當真

是如此嗎？本課程即旨在哲學地閱讀《墨子》，從文本分析為起點，詮釋《墨子》中的哲學概

念及命題，勾劃其理論體系，發掘《墨子》中隱含的哲學問題及其現代意義。 

 

課程大綱： 

1. 如何哲學地閱讀《墨子》？《墨子》思想的概述 

2. 早期墨家思想之一：兼愛──理想國度的構成 

3. 早期墨家思想之二：天志──宗教關懷的取向 

4. 早期墨家思想之三：尚賢──政治效益的極致 

5. 早期墨家思想之四：非攻──徹底和平主義的誕生 

6. 晚期墨家思想之一：知識與科技的展現 

7. 晚期墨家思想之二：名實觀（語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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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期墨家思想之三：論辯方式與真理觀 

 

講者：韓曉華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曾

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在《當代儒學研究》（台灣）及《鵝湖月刊》（台灣）。 

 

日期：2015 年 4 月 20日起每星期一（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B325 禮記易傳之道（2 學分） 

唐君毅先生反省自己的所知所見，點點滴滴，原本都是來自中國的前輩哲人。所以唐君毅先

生寫《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講出中國哲人對道的發明，以報答古人的恩德。唐先生的目

的是想把中國哲人所以建立各哲學義理之道，依歷史次序加以展示，看到中國哲學各大方向

的道，由此而見到由各大方向的道所共同建立的中國哲學之「道」整個面目何所似。可稱為，

即哲學史形成之道，以為哲學之道。本課程會根據唐君毅先生著的《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

中有關篇章，對禮記中禮樂之道和易傳之道作較深入的了解。歡迎對中國文化有興趣者參加。 

 

課程大綱 

階段一 

1. 禮之行為本質 

2. 樂與禮之關係 

3. 樂記言樂之義 

4. 禮樂之道與天地萬物鬼神之道 

5. 孝經之道 

6. 易經之起源 

7. 無思無為與有思有為之心境 

階段二 

8. 一闔一闢之道 

9. 卜筮之神明之知 

10. 感應變化與人之神明之知之道 

11. 神明之知與德行之關係 

12. 易傳中之即得失利害以修德之義 

13. 卦爻之象徵意義 

14. 人觀自然物以修德之道 

 

講者：方世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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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學會會長兼課程部副主任，以研究儒家哲學為

主。 

 

日期：2015 年 4 月 21日起每星期二（二階段，共十二講，次階段 6 月 2日起） 

時間：7:30~9:30pm 

地點：華夏書院 

學費： 

每階段$660／全二階段$1220 

學會會員優惠每階段$600／全二階段$1160 

 

PYC311b 現象學導論（1 學分） 

現象學(phenomenology)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哲學流派之一，由德國哲學家胡塞爾(Husserl)

奠基於 1900 年，他深受波查諾(Bolzano)之「真理自身」——即超越時空與個人之絕對、又普

遍的客觀存在者——的理念的影響，而提出對意識本質的研究，或描述先驗的、絕對的認識

之根本與法則；他稱之為「現象學」。在胡塞爾的感召下，大批思想家彙集到「回到事物本身」

的大旗下，包括舍勒(Scheler)、海德格(Heidegger)、薩特(Sa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等等。

本課程將講述現象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重要哲學觀點。 

 

課程大綱： 

1. 現象學概述 

2. 胡塞爾(Husserl) 

3. 舍勒(Scheler) 

4. 海德格(Heidegger) 

5. 薩特(Satre) 

6.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講者：劉桂標博士 

浸會大學中文系學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

學會理事長兼課程部主任、人文網頁及現代人文文庫總編輯，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主講哲學及通識課程。講者有二十多年講授大專院校及校外課程部哲

學及通識課程的經驗，以及曾於網上電台主持多個哲學及通識專輯；著作方面有《大學中庸》

（中華書局出版）；以及中、西、印哲學論文數十篇、時事政治評論和文化論述等短篇文章近

百篇。 

 

日期：2015 年 4 月 25日起每星期六（六講） 

時間：4:15pm~6:15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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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C312x 後現代主義導論（1 學分） 

一義下，人類已進入所謂「後現代」(post-modern)年代。「後現代」所指為何？與「現代」社

會的思潮有什重要區別？有否相同或相通之處？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本課程以後現代主義的

代表人物──利奧塔、德勒茲、福柯、哈貝馬斯、鮑德里亞、德里達、羅蒂及詹明信等八位

為中心，概述其哲學觀點，以及析論其代表著述。通過討論與研讀，讓大家對在人類文化幾

乎所有領域都有影響的後現代思潮，有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課程大綱： 

1. 後現代主義概述 

2. 利奧塔(Lyotard, 1924~1998) 

3. 德勒茲(Deleuze, 1925~1995) 

4. 福柯(Foucault, 1926~1984) 

5. 鮑德里亞(Baudrillard, 1929~2007) 

6. 德里達(Derrida, 1930~2004) 

 

講者：劉桂標博士 

浸會大學中文系學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

學會理事長兼課程部主任、人文網頁及現代人文文庫總編輯，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主講哲學及通識課程。講者有二十多年講授大專院校及校外課程部哲

學及通識課程的經驗，以及曾於網上電台主持多個哲學及通識專輯；著作方面有《大學中庸》

（中華書局出版）；以及中、西、印哲學論文數十篇、時事政治評論和文化論述等短篇文章近

百篇。 

 

日期：2015 年 6 月 6日起每星期六（六講） 

時間：4:15pm~6:15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C405cy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導讀（1 學分） 

《存有與時間》（又譯為「存在與時間」，德語 Sein und Zeit，英譯 Being and Time）是當代大

哲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於 1927 年發表的著述，雖然全書沒有按其原初計劃正式完

成，但本書仍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深深影響了當代哲學，尤其是存在主義、詮釋學、現象

學和解構主義。還有，本書在文學批評、社會學、神學、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等多種領域

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本課程依於原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本書作全面和深入的闡釋

和評論。 

 



 24 

課程大綱： 

1. 此有(Dasein)及其在世 

2. 牽掛──此有的存在 

3. 詮釋學的處境 

4. 向死而在的存有論意義 

5. 良知與決斷 

6. 時間性──牽掛的存有論意義 

 

講者：劉桂標博士 

浸會大學中文系學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

學會理事長兼課程部主任、人文網頁及現代人文文庫總編輯，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主講哲學及通識課程。講者有二十多年講授大專院校及校外課程部哲

學及通識課程的經驗，以及曾於網上電台主持多個哲學及通識專輯；著作方面有《大學中庸》

（中華書局出版）；以及中、西、印哲學論文數十篇、時事政治評論和文化論述等短篇文章近

百篇。 

 

日期：2015 年 4 月 22日起每星期三（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C411y 德里達《論文字學》導讀（1 學分）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是當代西方文化學術巨人，他既是著名哲學家，是後現代主義

與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對學界影響深遠的文藝理論家。初版於 1967 年的《論文字學》

（法語 De la grammatologie，英譯Of Grammatology)是他的成名作。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

分從解構主義的基本精神出發著重追溯了文字概念的歷史、深入剖析了以邏各斯中心主義和

言語中心主義爲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第二部分通過對萊維•斯特勞斯和盧梭的著作的

解讀，展示了一種新的閱讀風格和閱讀策略，揭示了文字的替補特徵以及它對人類社會組織、

情感世界、文化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深刻影響。本課程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概述該書的主要

觀點。 

 

課程大綱： 

1. 書本的終結和文字的開端 

2. 語言學與文字學 

3. 論作為實證科學的文字學 

4. 文字的暴力 

5. 文字的替補 

6. 《語言起源論》的起源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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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字從替補到起源 

 

講者：劉桂標博士 

浸會大學中文系學士、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

學會理事長兼課程部主任、人文網頁及現代人文文庫總編輯，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兼任，主講哲學及通識課程。講者有二十多年講授大專院校及校外課程部哲

學及通識課程的經驗，以及曾於網上電台主持多個哲學及通識專輯；著作方面有《大學中庸》

（中華書局出版）；以及中、西、印哲學論文數十篇、時事政治評論和文化論述等短篇文章近

百篇。 

 

日期：2015 年 6 月 3日起每星期三（六講） 

時間：7:30~9:30pm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 

學費：$660，學會會員優惠$600 

 

PYD316 禪宗和宋初言性之思想（2 學分） 

中國文字把「生」和「心」合成為一「性」字，象徵中國思想是由心靈和生命合成一整體而

言性。而此具有普遍意義的心和生，也貫通到宇宙人生全體。所以中國文化之性，不是生物

學中限於生物現象的生，也不是經驗心理學中限於心理現象的心。中國人面對生命心靈整體

而言性，所見或偏或全，或深或淺，故有不同時期，不同說法的人性之學。本課程會根據唐

君毅先生著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中有關篇章，對禪宗和宋初言性之思想作較深入的

了解。歡迎對中國文化有興趣者參加。 

 

課程大綱： 

階段一 

1. 禪宗之向上一層義 

2. 禪宗施教方式進於般若經論處 

3. 壇經之攝歸自性之言說 

4. 內外二邊不住義 

5. 惠能之施教方式與相對語言之相銷 

6. 佛家言性思想之限度 

階段二 

7. 李習之復性書 

8. 佛家不立誠為教之理由與儒家必立誠為教之原因 

9. 儒者對天地萬物之誠敬 

10. 周濂溪立誠之教 

11. 張橫渠即虛以體萬物謂之性 

12. 邵康節之以物觀物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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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方世豪博士 

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人文學會會長兼課程部副主任，以研究儒家哲學為

主。 

 

日期：2015 年 4 月 23日起每星期四（二階段，共十二講，次階段 6 月 4日起） 

時間：7:30~9:30pm 

地點：華夏書院 

學費： 

每階段$660／全二階段$1220 

學會會員優惠每階段$600／全二階段$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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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分類及編碼簡介科目分類及編碼簡介科目分類及編碼簡介科目分類及編碼簡介    

中西人文學課程不同類別科目有不同的編碼： 

第一個大楷英文字母表示學科分類（G－通識，P－哲學）。 

第二個大楷字母表示課程類型（X－基礎課程，Y－一般課程，Z－研究課程）。 

第三個大楷字母表示不同範圍（A、B、C……）。 

字母之後的首個數字： 

1 表示最適合四年制課程第一年修讀， 

2 表示最適合四年制課程第二年修讀， 

3 表示最適合四年制課程第三年修讀， 

4 表示最適合四年制課程第四年修讀；亦適合研究課程學員修讀。 

5 表示最適合研究課程修讀；亦適合四年制課程學員於第四年修讀。 

接著的兩個數字表示不同學科（00-99）。 

小楷英文字母：a-v 表示進一步的編碼， 

x 表示第一階段所開的 1 學分課程， 

y 表示第二階段所開的 1 學分課程。 

z 表示特別課程。 

最後，在學員成績記錄中，2 學分科目編碼之後如附 w1符號，則表示學員只

在第一階段修讀該科；如附 w2，則表示學員只在第二階段修讀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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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通識課程（以 GX…編碼） 

 

範圍一：終極關懷（以 GXA編碼） 

 

GXA101儒學概論 

GXA102 道家概論 

GXA201佛學概論 

GXA202 基督教概論 

 

範圍二：中西文化（以 GXB編碼） 

 

GXB101 中國文化要義 

GXB102 西方文化要義 

GXB201當代中國文化思潮 

GXB202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 

 

範圍三：邏輯及思考方法（以 GXC編碼） 

 

GXC101思考方法 

GXC202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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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通識課程（以 GY…編碼） 

 

範圍一：宗教（以 GYA編碼） 

 

GYA101宗教學概論 

GYA102 道教概論 

GYA201 中國宗教史 

GYA202 西方宗教史 

GYA…其他宗教學科（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二：語文及文學（以 GYB編碼） 

 

GYB101高級國文 

GYB102高級英文 

GYB201 中國文學史 

GYB202 西方文學史 

GYB…其他語文及文學學科（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三：歷史（以 GYC編碼） 

 

GYC101史學導論 

GYC102史學方法 

GYC201 中國通史 

GYC202 西方通史 

GYC…其他歷史學科（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四：教育（以 GYD編碼） 

 

GYD101教育學概論 

GYD102 中西教育思想 

GYD201 中國教育史 

GYD202 西方教育史 

GYD…其他教育學科（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五：其他（以 GYE編碼） 

 

GYE…其他一般通識課程（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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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哲學課程（以 PX…編碼） 

 

範圍一：哲學基礎（以 PXA編碼） 

 

PXA101 哲學概論 

PXA102倫理學 

PXA201形上學 

PXA202知識論 

 

範圍二：中國哲學基礎（以 PXB編碼） 

 

PXB101 中國哲學概述 

PXB102 中哲史（一）：先秦至魏晉哲學 

PXB201 中哲史（二）：隋唐至清代哲學 

PXB202 中哲史（三）：近代至當代中國哲學 

 

範圍三：西方哲學基礎（以 PXC編碼） 

 

PXC101 西方哲學概述 

PXC102 西哲史（一）：古代及中古西方哲學 

PXC201 西哲史（二）：近代西方哲學 

PXC202 西哲史（三）：當代西方哲學 

 

範圍四：佛教哲學基礎（以 PXD編碼） 

 

PXD101印度佛學概述 

PXD102 中國佛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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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哲學課程（以 PY…編碼） 

 

範圍一：哲學問題（以 PYA編碼） 

 

PYA101 人生哲學 

PYA102宗教哲學 

PYA201教育哲學 

PYA202政治哲學 

PYA301語言哲學 

PYA302 心靈哲學 

PYA…其他哲學問題（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A…哲學跨科問題（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二：中國哲學（以 PYB編碼） 

 

PYB101 先秦儒家哲學 

PYB102 先秦道家哲學 

PYB201魏晉玄學 

PYB202宋代理學 

PYB301明代理學 

PYB302當代新儒家哲學 

PYB…其他中國哲學專題（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B…中國專家哲學（一般而言古代專家為 3 字頭，近現代專家為 4 字頭；具體科

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B…中國哲學經典（一般而言古代經典為 3 字頭，近現代經典為 4 字頭；具體科

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三：西方哲學（以 PYC編碼） 

 

PYC101古希臘主流哲學 

PYC102 中古西方哲學 

PYC201近代西方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PYC202近代德國觀念論 

PYC301當代英美哲學 

PYC302當代歐陸哲學 

PYC…其他西方哲學專題（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C…西方專家哲學（一般而言古代專家為 3 字頭，近現代專家為 4 字頭；具體科

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C…西方哲學經典（一般而言古代經典為 3 字頭，近現代經典為 4 字頭；具體科

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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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四：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以 PYD編碼） 

 

PYD101印度小乘佛學 

PYD102印度大乘佛學 

PYD201 中國兩漢至魏晉佛學 

PYD202 中國隋唐佛學 

PYD301印度哲學概述 

PYD302 西藏佛學 

PYD…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專題（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D…佛教及其他東方專家哲學（一般而言古代專家為 3 字頭，近現代專家為 4

字頭；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YD…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經典（一般而言古代經典為 3 字頭，近現代經典為 4

字頭；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範圍五：論文寫作（以 PYE編碼） 

 

PYE401 論文指導 

本科目只適用於四年制文憑課程，學員在完成所有課程前一年選定論文指導導師，

雙方共同訂出指導細節。學員須於課程最後一年繳交字數 7000-10000 的哲學論文

一篇，並於呈交論文時付論文指導及批改費$800。 



 

哲學研究課程（以 PZ…編碼） 

 

PZA 中國哲學專家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B 西方哲學專家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C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專家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D 中國哲學專門問題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E 西方哲學專門問題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F佛教及其他東方哲學專門問題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G東西比較哲學研究（具體科目及其編碼詳每學期的課程詳情） 

 

PZH501碩士論文指導 

本科目只適用於初級研究文憑課程，學員在完成所有課程前一年選定論文指導導

師，雙方共同訂出指導細節。學員須於課程最後一年繳交字數 30000-50000 的哲學

論文一篇，並於於選定論文指導老師並開始接受指導時繳交論文指導及批改費

$1600。 

 

PZH502博士論文指導 

本科目只適用於高級研究文憑課程，學員在完成所有課程前一年選定論文指導導

師，雙方共同訂出指導細節。學員須於課程最後一年繳交字數 70000-100000 的哲

學論文一篇，並於於選定論文指導老師並開始接受指導時繳交論文指導及批改費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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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人文學會捐款表格 

香港人文學會是本地土生土長的文化學術及教育團體，成立十多年以來，一向致力於促進本

港的教育和文化學術活動，不遺餘力；如出版！《現代人文文庫》及《人文學誌》（前身為《人

文月刊》）、成立人文網頁和人文臉書，並曾舉辦了多個文化學術講座、座談會、讀書組、研

討會，以及低廉收費的文化學術課程等等。然而，本會是純粹民間文教團體，沒有宗教、政

治或商業力量的支持，財政十分緊絀；因此，要長期維持下去，實有賴於社會人士的捐助，

期望大家慷慨解囊、熱心捐獻，為本港文化學術共同付出一分力量。 

 

願意捐助本會者，可用畫線支票（抬頭「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哲哲哲哲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或入帳收條（本會

帳號為匯豐銀行 177-9-028719），連同以下填妥的捐款表格寄回本會（荃灣大涌

道 8號 TCL 中心 1字樓 110B 室香港人文學會收）。本會當會盡快寄上收據。 

 

    

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香港人文學會捐款表格捐款表格捐款表格捐款表格    

【為推廣本港的文化學術活動盡一分力量，你的支持很重要！】 

 

敬啟者：本人        願意贊助 貴會，贊助金額：        元。 

此致 

香港人文學會 

日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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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人文學會會員申請／續會表格 

香港人文學會 

會員申請／續會表格 

2015年 4月至 2015年 8月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相片 

姓名 [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 Mr/Ms 

身份證號碼 （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職業  教育程度 
 

 

會費：一百五十元正（香港以外會員港幣二百五十元正） 

本會帳號：匯豐銀行（177-9-028719） 

入會辦法：將會費以畫線支票（抬頭「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香港人文哲哲哲哲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或入帳收條連同表格寄回荃灣大

涌道 8號 TCL 中心 1 字樓 110B室香港人文學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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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由修讀／哲學證書課程報名表格 

自由修讀／哲學證書課程報名表格（2015年春季） 

姓名[中文] 

[英文] 

先生/女士 

Mr./Ms. 

身份證號碼 (    ) 

年齡  

通訊地址  

電話  [住宅] 

[辦公室]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職業  教育程度  

本季報讀課程 
──────────────────────────── 

──────────────────────────── 

會員（請加剔號） �是          �否 

學費總計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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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上證書／研究證書課程報名表格 

2015年春季 

（請加剔號） 

�專上哲學證書(四年制)課程 

�哲學研究初級證書課程�哲學研究高級證書課程 

修讀年期 第      年 

姓名 [中文] 

[英文] 

先生/女士 

Mr./Ms.  

身份證號碼 
(    ) 

年齡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電話 [住宅] 

[辦公室]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職業 
 

學歷 
 

本季報讀課程 
 

 

哲學會會員 �是    �否 報名費 �$300 �$500 �$700 

學費總計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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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季課程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開課日期 20/4 21/4 22/4 23/4 24/4 25/4 開課日期 地點/平日課節 人文 華夏 人文 華夏 人文 人文 地點/週六課節 

7:30~9:30pm 
潘敬泰 快樂的哲學 方世豪 禮記易傳之道 

潘樹仁 易象占善 方世豪禪宗和宋初言性之思想 [華夏] 道在生活系列講座 
劉桂標 現象學導論 4:15pm~6:15pm 韓曉華 《墨子》的哲學詮釋 

劉桂標 海德格《存有與時間》導讀 譚寶珍 思考方法 劉桂標 後現代主義導論 [6/6] 劉桂標 德里達《論文字學》導讀 [3/6] 備註：有[ ]者表示須特別注意的上課日期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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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課位置地圖 

香港人文學會地圖 

 

地址：荃灣大涌道 8號 TCL中心 1 字樓 110B室（愉景新城對面，消防局比鄰） 

網址：http://www.hkshp.org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hkshp 

電郵：hkshp.hk@gmail.com、hkshp@facebook.com 

查詢：23270177、60517015（吳先生，朝十晚十內） 

華夏書院地圖 

 

地址：華夏書院（旺角亞皆老街 40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室） 

查詢：36935595（華夏書院，下午二時至八時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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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文學會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TIES 

 

現代人文學 

2015 年春季課程概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