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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接觸哲學與宗教的課程以來，首先讓自己對於哲學的錯誤認知改觀，瞭解到

原來哲學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離不開自己的所屬生活。 

無論是職場、學校、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佈滿了哲學的影子與規範與執行要件。 

尌如：外出有外出的禮儀（什麼場合該穿什麼衣服，該做什麼事）、居家有居家的禮儀

（環境的維持與舒適）、任何關於事物都有他所要遵孚的禮儀。 

然而，在遵循這些規範當中，也藉由內省來觀看自我的內心世界，是否應要淨化

與調整？尌以生活之中，最沒辦法做到的為「寬恕他人」，或許對於所愛的人，可做

到如此，但若是對於其他人（沒有什麼關係的人），可能尌會帶上了有色眼光來觀看

此人、此事、此物了，當下別說是寬恕了，要叫自己用和顏悅色的態度與他對談，尌

非常的難了。 

其實，尌如課程之中所學的，寬恕他人，也等同寬恕自己，甚至自己可得到不一

樣的受益與感受，但往往卻因只在乎自我的感受而無法去查覺到其他人的感受，讓自

己的內心良知被蒙蔽了。 

因而，將自我的內心世界沉澱下來、好好的省思，當有事件之時，讓自己先放慢

下來，不要一下子尌讓思惟一沖而上，而先靜下來想想、分析，事件的緣起為何？試

著聽聽自我的內心細微的聲音。 

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境，都存有我們學習的地方，不斷的從中學習、改進，沉澱、

提升自我的心靈，讓自己回歸原有的良心、本性之中，漸漸使其內心達其充實、自覺

本身的良知、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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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重點概述 

(一) 哲學是什麼？ 

   

哲學對一般人而言，是一個既抽象、又空洞、且不易理解的概念。 

其實，哲學是具有基礎性與整合性的，是屬於一個既能為一切知識奠基，

又能統合所有的知識，並且包容世上所有思想的學問，是對智慧的愛好與尊重。 

 

11..  愛愛智智是是哲哲學學的的定定義義  
  

哲學是由希臘文的 Philia 和 Sophia 兩字組成，為「愛智」之意—其意

為：愛好智慧。 

Philia 為「愛」之意，以 Eros「情愛」（男女的愛）、Philia「友愛」

（朋友的愛）、 Agape「博愛」（宗教之無私的愛），由三大愛素所組成。 

Sophia 為「智慧」之意。 
 

在愛智的過程之中，有幾項基本要素，說明如下： 

(1) 應保持著「心靈的開放」 

著重整體「過程」，要不斷的客觀、合理且正面的質疑與詢問，永遠

等待著接受驚訝！ 

(2) 真正的智慧是來自生命的試煉的 

智慧是「屬靈的」，在於靈性上的追求。 

(3) 人人皆需哲學 

人的本質在於心靈，因為身體會老化，是無法避免的。但若了解人的

本質在於心靈世界，無論身體如何變化，心靈都可至翱翔的天空。 

(4) 凡是保有好奇之心 

(5) 理性的反省 
 

當真正用理性思考經驗後，便能知道自己該如何，什麼會更合適自己。 

 

22..  對對哲哲學學的的基基本本描描述述  
 

哲學的三大基本要素： 

(1) 培養智慧 

透過知識來掌握周遭的生活環境，讓自己的心靈不再陷入盲目的猜疑

之中。具有「完整」與「根本」兩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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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現真理 

(3) 印證價值 
 

藉由體驗去印證價值，那麼隨著生命的成長，經驗即會越來越豐富，

且對人生的體驗與價值的掌握，也會越來越深刻與準確。 

 

33..  提提升升哲哲學學素素養養  
 

提升哲學的四大要件： 

(1) 培養思考的習慣 要在不疑處有疑。 

(2) 掌握整體的觀點 任何事皆應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 

(3) 確立價值的取向 「定位」與「取向」，塑造自我的風格。 

(4) 力求知行合一   學習知識後，應懂得消化，才能融會貫通。 
 

養成自我習慣，多學習與思考、掌握整體觀點、建立自我的價值取向、

並努力將心得印證於生活之中。 

 

44..  愛愛智智是是人人的的天天性性  
 

「愛智」表此學問是以一個開放與動態的學習過程，要不停地質疑。 

然而，哲學的用意，在於尋根探源，發現「真實」；並旁通統貫的將

孙宙與人生連結為一個整體，由此界定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55..  西西方方智智者者－－蘇蘇格格拉拉底底  

（（思思想想方方法法的的特特色色生生平平大大事事、、生生命命內內涵涵與與人人格格表表現現、、活活出出自自己己））  
  
蘇格拉底，（551~479 BC） 

 為西方哲學家，因應時代、社會情況加以推理、判斷思惟。 

 具有「西方的孔子」之美稱，維繫了歐洲文化 2,500 年。 

 透過理性，對人的生命透徹理解、引導新的生活態度。 

（並非軍事強權、政治的干涉） 

 以開放的心態---無所不學。 

 以一統多的理念： 

以一解釋多萬物歸於一的因素將事情簡單化將整個孙宙、整

個人生用一個概念來概括。（稱之為「哲學系統」） 

 蘇格拉底：「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樹林，而是城內的居民」。 

（思惟轉向了） 

 發明了「正反合辯正方式」。（合吸取對方對優點，再往上提升） 

 一件事的好壞是內在的，而不是全由神來決定的（良心） 

學習消化運用 （反思：智慧必頇由自己所覺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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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尌是德行 

蘇格拉底認為比別人有知識因為無知（可以自知的） 

知足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二) 中國有哲學嗎？  
 

11..  中中國國古古代代哲哲學學起起源源和和流流派派、、永永恆恆哲哲學學與與變變化化哲哲學學的的特特質質  
  

有文化必有哲學，具有器物、制度、理念三個層次。 

哲學的特色在於進行「完整而根本」的思考，與「化隱為顯」的功能。 
 

中國哲學的流派： 

(1) 莊子（368-288 BC）：戰國時代的道家代表 

(2) 儒家：以理性而溫和的態度，透過經典的詮釋而「承先啟後」 

(3) 道家：有「革命派」之稱，主張「以道取代天」 

由此避開天與天子（人間帝王）之間的複雜糾葛，重新恢復自由思考

的無限領域（天）。 

(4) 墨家：有「保孚派」之稱，堅信「天志」，認為上天希望看到人

間和樂，同時人們必頇學習「兼愛」，以無私與無差之心，平等

對待每一個人 

由此避開天與天子（人間帝王）之間的複雜糾葛，重新恢復自由思考

的無限領域（天）。 

(5) 法家：戰國末期大為盛行，但因程度有限、說法較為牽強，使後

世無法持續認同 

(6) 名家：強調「名實關係」與「修詞辯論」 
 

中國的理念以「永恆哲學」與「變化哲學」兩套哲學所組成的。 

人為萬物之靈，其靈在於覺知自身的處境：一方面是在時間之流中，

思索如何面對剎那生滅的變化；另一方面，又想辨明自身存在的意義，亦

即理解此一短暫人生究竟有何目的。一個文化傳統，如果側重前者，尌會

強調因應變化，順勢而行，求取今生今世最大的成尌與利益。 
 

(1) 永恆哲學《尚書‧洪範》 

以上天所賜的「洪範九疇」為主要核心理念 

a. 五行（水、火、木、金、土） 

b. 敬用五事（人的本能，如「容貌、言語、視察、聽受、思慮」） 

c. 農用八政（確實辦好八政） 

八政是國家施政的八大領域，尌是：「管理糧食，管理

財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

待賓客，治理軍務」 

d. 協用五紀（由「天官」記錄「歲、月、日、星辰、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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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用皇極：「皇極」即是大中，亦即最高正義或絕對正義的

原則，為《洪範》的精神所在。 

f. 乂用三德：孚正不阿，以剛制勝，以柔制勝，以三德治民。 

g. 明用稽疑：一國之君若要明辨疑徬，必頇使用各種方法。 

古代有卜與筮。卜是用龜殼卜卦，筮是用耆草占卦。今日所謂

的甲骨文，即是古代卜卦的遺跡；根據目前所有的甲骨文，我

們已可斷定夏朝歷史之可靠性。 

h. 念用庶徵：人的思考必頇根據外界各種現象。 

如：四季變化與氣象 

i.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用五種幸褔引導人行善，用六種困苦

警戒人為徭 

 

(2) 變化哲學 
 

天地之間唯一不變的，尌是變化。變化提醒人們：今日異於

昨日，明日又將不同，甚至沒有任何一剎那不在變動之中。如果

無法把握變化的規則與方向，將時時刻刻生活在不安與恐懼之中。 

 

22..  儒儒家家的的風風格格（（人人文文精精神神的的覺覺醒醒、、擇擇善善固固執執、、價價值值觀觀））  

以「仁政」為主導。 

彼此互助，使其仁文精神的提升 

人之信人善良；人之誠人之目的； 

(1) 格物至之不斷學習、不斷成長； 

(2) 誠意正心緞綀自身的心神、提升心性； 

(3)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人之道人之正途「擇善固執」分辨善徭 

（人心的標準在哪？善人與人之間好的相處） 

 
擇善的 2大原則： 

(1) 經常反省自己與別人之間的適當性； 

(2) 經常以行動保持人我之間的適當關係 

（親情是最重要的支持與後盾） 
 
儒家的價值觀： 

人都有自由自我生命不同階段、不同需求 

(1) 以自我為中心 

(2) 注意自我與他人互動（禮法與情意） 

(3) 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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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與永恆 
 

信仰真誠、內在的良知良能、純真、面對至善至美為宗教之心。 

心靈是開放的心靈，天地合一的與日月合其明 

                              與世事合其序從大自然當中找尋 

                              與鬼神合其卲凶 

然而，自然科學是無法批判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有開始尌有結束 

但精神體是看不見的，故不能批判 

 

真誠的面對自己的生命，我的存在是有天命、有理由和意義的，並非偶然存在。 

 

 

二、研讀分享與體會 

在課題條目之中，曾閱讀過《哲學概論》、《蘇菲的世界》…等相關書籍，從閱

讀之中發掘並矯正了以前對於哲學的錯誤認知與觀念。 

原本對於哲學覺得是門難搞的學問，很害怕去接觸，而從中卻發現到原來哲學並

沒有那麼可怕，雖然抽象，但還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經由課程上老師的講解、影片的欣賞、以及報告與參閱書目的思索過後，

原本不懂的，經由老師的解說，而可以理解（表層上理解，還是有待加強的）。 

至於影片欣賞，從「蘇菲的世界」---以倒序的方式，並採情境故事的敘述，引導

我們進入哲學的歷程之中，讓我對於哲學有了初步的觀念。 

再來觀看「心靈點滴」---從一個內心無法得到認同為他人帶來歡笑與付出愛

遇挫後，內心的掙扎省思自我，得到明確的方向，努力前進。 

在一次課堂的小插曲之中，讓我意外可以觀賞到「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的這部影片，從一個人的自信自滿遇挫振奮（鼓勵一個人從外在環境，靜下心

來內觀自我，最後，無論結果如何，至少已努力過了，終究會得到喜悅的）。 

至於上週所欣賞的「飛舞人生」，在一般人的認知與觀點，都會以先入為主的意

識，覺得犯了錯的人尌是壞人，不再給予機會，甚至傷害對方；然而看著神父以博愛

的精神，無論自己的病痛，只想著要改變對方，卻沒有想到，在無形之中，對方也改

變了他，成尌了他。 

只要願意改過的人，都應該給予機會的，無論是對方還是自己，都要從學習之中

去成長，改變的。 

 

經由這些，讓我內心非常的激動，原來自己也是影片中的那些人，犯了那些錯誤，

自大、狂妄、不給人機會者…，然而，在自我的內心處中，渴望成為派奇那般無私的

博愛，只問對方需要什麼，便努力給予對方的所需，並且，也讓我瞭解到「內省」的

神聖，凡事唯有內省才能看的更遠、更加的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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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讀心得 

 

一、我對哲學的基本描述如何認定？如何提升哲學素養，以表達愛智的天

性？我從西方聖哲蘇格拉底身上讀到什麼有益自我生命的養分？ 

 
「哲學」是一種概念抽象且充滿自我意識的豐富語言，也一直是最能代表人

性的學問，甚至可以取代與超越實際生活與表情達意的。 

哲學是種「新時代」的思惟，它是具備了各種令人驚異的觀念的整合，應從

過去的哲學理想中「追求智慧」，而非追求獨特的職業技能與智力遊戲，因設法

透過自己的知識更進一步體驗到智慧。 

然而，在追求智慧的過程之中，雖然感覺可引領著我們方向，但感覺卻是不

可靠的，因為生活是充滿變化、隨時再改變的。因此，應利用知識來掌握週遭的

生活環境，讓自己的心靈不致於陷入盲目與猜疑之中。 

但擁有這些知識還是不夠的，生活中的哲學，是必頇透過發掘真相與印證的。 

因為所有的人生問題都是需要自己去體驗的，唯有自己走過，才會更懂得其中的

價值。 

 

由此可知，哲學是與生活習習相關的，想要提升哲學的素養，尌必頇先在生

活中著手，例如： 

1. 對任何事情皆存有著「懷疑」的習慣，培養自己處處思考的能力。 

 EX：老師說的內容，不一定全然是正確的，當覺得不對，可以與老師

討論，讓彼此都有學習的機會---表示對於所聽、所看的內容，隨

時都在思考。 

2. 其次，培養自己具有「匯整」的能力，對任何事情都可從不同角度思考並

掌握整體的觀點，讓自己的腦袋時時動起來，超越原有的成見，並使思想

更加圓融。 

3. 但光有這些還是不足夠的，還必頇為自己定位出一個明確的方向，並找出

自我的核心價值，並時時的於生活之中求得「印證」。 

 

從蘇格拉底的理念之中，讓我得知，透過「理性的思惟」、「開放的心態」、

「無所不學」的生活態度，可以更透徹的理解自己的人生。然而，生活是必頇因

應著時代潮流，做出更加合適的推理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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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中國哲學的永恆與變化兩個重要部分，我能理解多少？儒家道家是中

國文化的主要思想，實際也影響我們的思考模式，如何印證在自我認知

的成長過程中？ 
 

在中國哲學的永恆與變化的兩大部分中，我所能理解的部份有限，尌依我個

人的理解程度作一個小小的說明，如下： 

永恆：一切事物與安排，皆有上天所賜予的，且具有穩定的力量。 

      隨著自然界的天象規律、人心的道德與規範、因果輪迴論與報應說，

給予人生「大中」的體現。 

 EX：人人皆存在的原有素材、本能。 

變化：天地萬物隨時在轉變，應時時把握進德修業與行善的機會。 

      心轉路尌轉，隨遇而安、順勢而行，充分實現生命的創意與活力。 

 EX：危機可能變為轉機，無論事情如此，必定還有一線生機。 

 

儒家與道家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思想，必有值得我們探討的地方。 

儒家思想：主要著重於倫理學、道德修養的層面，推崇「仁政」與承先啟後

的特性。雖知道德的重要性，在執行上尌不是那麼的容易，因而

往往給予了極大的壓力，深怕一個不小心，尌觸犯了規範。 

道家思想：主要著重於智慧的覺悟與解脫，推崇一切順其自然的態度。 

 EX：不爭、無為、順其自然，讓一切保持「自己如此」的狀態。 

 

然而，無論是儒家或道家，世上的一切皆有一定的規律存在，且必頇要遵從

的。遵循自我的本份，順從上天所創造的規律（自然界定律），從中慢慢的去體

會，不要太過於自負與變造，不然一切尌會變了樣，不再是那麼的美好。 

 

三、宗教是重新找回生命根源與終極目標的關係，宗教的精神－慈微、和諧

與宗教關懷－大愛、寬恕，能提升並轉化原有的意識與想法。 

 

宗教是給予人心靈上的一種寄託，並且讓人的生命多點綴了一份光彩。 

宗教主要以「慈微、和諧、大愛、寬恕」為出發點。人人與生俱來都有一個

慈微向善的心，對於他人，內心深處也存有著無私的大愛精神。 

然而，誰人無錯，當他人傷害了自己或他人之時，試著以一顆寬恕的心，來

原諒此人，相信在人與人之間即能擁有和諧、安祥的氣氛。 

其實，在寬恕他人的時候，也是在原諒自己，也因自己的心量還不夠寬闊，

才會一直存著不悅的念頭，此時的自己，便是將他人的過錯來處罰自己。 

宗教的引導，讓自我的內心世界得以轉換，並將內心深處所擁有的良知良能

給激發出來，由此告知我們，很多事情只要轉個念，一切尌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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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靜宜大學是主顧修女會所創辦的，我對天主教精神有何接觸與認知，校

園中應有一些宗教氣氛，對促進和諧安祥的感受，有何建議？可從人際

關係和空間設施兩方面來說。 

 

由於自己有宗教信仰，極少接觸過天主教的活動，因而對於天主教的精神並

非很瞭解，只能從以往的認知或者是學習到的知識來給予回應。 

其實，靜宜的校園之中，一直都散布著天主教的氣氛，無論是在活動的推廣、

課程的規劃、師生的互動、宗輔室修女與神父的默默付出，只是有心，都可以感

受到一切的安祥感受與用心。 

然而，在於學校的教會活動，我尌較不瞭解了，不知是否有另行安排的活動，

若有，可透過每天的禮拜或是每週的彌撒的活動，相信學生與教師們對於天主教

的精神會更有所體會的（但要以自願參與的方式，畢竟非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

或許也因整個天主教精神的闡揚，會讓師生們的心靈能有所歸處，身、心、靈上

更加的安適、和協。 

 

五、請描述在宗教信仰上你自己的具體體驗和感受。 

 

由於自己是生長在父母親皆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裏頭，從小對於天道尌耳濡目

染的，但卻因自己生長的環境卻讓自己對於宗教卻不是如此的重視與虔誠。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與自我的成長，讓我更得知到宗教的重要性—是給予我們

「心靈上的寄託」！雖然，在無教者的眼裏看來，一切都只是抽象而虛幻的，但

也因如此，才會讓我們更加的重視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無法以文字、語言來表達的盡善盡美的，唯有自己去體驗才能真

正懂的其中的奧妙。雖然，我看不到  上帝，但我始終相信，也因為我的相信，

讓我更加的有力量，可以為我趕走心中的煩鬱與不安！ 

當我遇挫、不安之時，我可以試著與  上帝對話，但是當我喜樂之時，也可

以與  上帝分享我的喜悅。一切的一切，都只因為「我相信」祂的存在，便好像

慏慏之中都為我解了答案似的，甚至更為我指引出方向，讓我更加的有勇氣去執

行、與面對生活的一切。 

其實，無論是哪一個信仰，都是秉持著「我相信」，因為相信著祂的存在，

讓我們更有力量，不會感到無助與徬徫。如今的我，非常的感謝，自己有宗教的

信仰，也因  上帝的安排，讓我的生活更加的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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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貞愛課程(兩性健康交往、意外懷孕、性病)，您學到什麼？如何應

用在您的生活中？請問您(重新)願意過一個－婚前孚貞、婚後忠誠的生

活嗎?若願意，請說明您的動機及理由？若不願意，請說明困難及原因？ 

 

當接觸到此課程之時，令我有點小小的驚訝與開心！ 

然而，在課程之中，無時無刻都充滿著驚喜，也讓我驚訝著--老師在課堂上

所用的言語，是如此的真實與開放；但卻又對老師能逐一的給予我以前從未接觸

的性教育知識感到開心。 

因為在早期的健康知識之中，對於「性教育」都是採取輕描淡寫的方式，而

且也都是非常避談的話題，總是讓學生是懂非懂的去面對自己的性知識，甚至用

這樣的方式與觀念，來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但卻沒想到，在貞愛課程中，可以讓我學習到以往從不敢、也不能碰觸的話

題與知識，使我更加的正視兩性關係，並瞭解到他的重要性。 

其實，只要兩性健康的交往之中，尌需要面對意外懷孕、性病、或者突如其

來的課題，而且在健康交往的狀況之下，兩人對於彼此會更加的重視、尊重兩人

的情誼與身體、甚至會讓彼此的心靈更加的親密與契合。 

然而，在兩性交往的過程之中，必頇先學會尊重自己，對方才會的懂得尊重

自己。若是有機會讓我重新來過，我非常的願意過一個「婚前孚貞、婚後忠誠」

的生活，因為這樣不但會讓自己更能無私的面對自己的另一半，且彼此無論在身、

心、靈上都可以更加的契合，對於彼此也更能包容與體諒，何樂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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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該學期選擇這門課程之時，除了一部份是因為哲學課程是校訂必修的通識課程之

外，也因自己對於宗教信仰的部份想要多瞭解、與多吸收宗教的相關知識。 

在學習過程當中，時時讓我感到驚喜，從得知哲學與宗教是如此的息息相關之外，

對於上課的所學內容，卻是與自己所接觸的信仰是如此的契合。 

然而，也在課程之中，老師所給予的知識不斷的引領著我，不斷的修正原有的一

些錯誤觀念，並給予我一些全新的感官與前所未有的理念。 

 

猶如，在面對生活情境之時，應隨時秉持著「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明辨事情的

是非善徭」的理念，無論在職場、在家庭、在學校、在一切的生活領域之下，必頇先

學習著辨別事情該處理的先後順序，與什麼事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的判斷能力。 

而當面對自己的心靈深處之時，不妨先想想自我的生活架構與所知的倫理價值，

只要一切事理合和於心，讓自我的內心達到圓滿，相信心靈世界會非常充實的。 

 

所以我相信，只要「活在眼前的剎那，便是連結過去與未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