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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第二學期 (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4 月 18 日) 

科目編號 CC5107 

科目名稱 社會與文化專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 (Special Topic on Society 
and Cultur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王汎森教授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二 18:30-21:30; DE309 

科目宗旨 

 

探討近代中國思想的歷程 

學習成果 

 

學生修畢此一科目，當能夠達致以下目標： 

一、 了解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歷程，如何由一個傳統皇朝變成現代

的國家，在思想與政治等各方面都有先天揭地的變化，而這些

都將在本學期中講授。 

二、 了解近代思想人物的思想內容，及思想與社會、政治交織發展

的狀態。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總論：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關鍵問題 

2. 清代社會政治背景 

3. 道咸思想界的狀態 

4. 西方思想與事物之傳入 

5. 甲午（1895）以前的思想家 

6. 戊戌是高峰還是新開始 

7. 近代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 

8. 「進步觀」及幾個重要概念 

9. 「PUBLIC」之形成 

10. 歷史記憶與種族意識 

11. 廢科舉在思想文化上之影響 

12. 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意義 

13. 新文化運動 

14. 五四前後的思想論戰及「主義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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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課堂講述，並引領閱讀和討論。 

考核方式 

 

1. 平日上課表現、出席、發言（15%） 

2. 研究報告與討論（2000-3000 字）（25%） 

3. 學期論文（5000-6000 字）（60％） 

參 參 參 參  
1.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 

2.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 

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 

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5. 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1982。 

6. 羅志田，《權勢的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

師範大學，2014。 

7. 王爾敏，《晚清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8.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5。 

9. 王汎森，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傅斯年：中國近代

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2013。） 

10.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2003。 

11.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

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授課語言 中文（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