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第 1 學期 近現代日本思想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ral History 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中文）近現代日本思想史專題

　　　　　（英文）Seminar on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ral History

開課單位 社文碩 　

永久課號 ICS5336　

授課教師： 藍弘岳 

學分數 3　 必/選修 選修　 開課年級 *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課程概述與目標：

本課程透過對福澤諭吉、丸山真男、竹内好、子安宣邦、大江健三郎、柄谷行人、山室信一、小
熊英二等近現代日本思想家著作的閲讀、考察，將帶領同學進入近現代日本思想史的世界。主要
將檢討明治啓蒙思想、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之興起、戰後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亞洲及當代世界之
認識等問題。透過對上述問題的考察，希望能使同學能對日本明治啓蒙思想、近代日本軍國主
義、國族主義、亞洲主義、當代日本的後現代思潮等有進一歩的瞭解，以期能更理解東亞現代性
與批判思想等相關領域的問題，進而將此運用於自身的研究中，或從中獲得新的研究靈感。　　

教科書（請註明書名、
作者、出版社、出版年

等資訊）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 兼論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譯，
台北巿 : 聯經，1984。
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剣英譯，上海：學林出版
社，1992。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譯，吉林：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4。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北京：三聯,2005。
大江健三郎：《沖縄札記》陳言譯，北京：三聯書店，2010。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北京： 北京編譯社，2009。
島薗進，《國家神道與日本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林暉鈞譯，心靈工坊 ，2015。
山室信一，《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衰弱的和平》許仁碩譯，八
旗文化，2017。
小熊英二，《如何改變社會》陳威志譯，時報出版，2015。　

課程大綱 分配時數

備註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講授 示範 習作 其他

　 　 　 　 　 　 　

教學要點概述：

1.學期作業、考試、評量
以上課表現和報告為主。



2.教學方法及教學相關配合事項(如助教、網站或圖書及資料庫等)

師生晤談

排定時間 地點 連絡方式

星期二 EF　 HB004　 hungyueh7@gmail.com　

每週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9/12　 課程内容介紹　

2　 9/19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 兼論日本軍國主義》第一章第一、二、三
節　

3　 9/26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 兼論日本軍國主義》第一章四、五、六節

4　 10/3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選讀一　

5　 10/10　 雙十節放假　

6　 10/17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選讀二　

7　 10/24　 島薗進，《國家神道與日本人》選讀　

8　 10/31　 演講　

9　 11/7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選讀　

10　 11/14　 高橋哲哉，《靖國問題》選讀　

11　 11/21　 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選讀　

12　 11/28　 講演　

13　 12/5　 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　

14　 12/12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一　

15　 12/19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二　

16　 12/26　 山室信一，《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衰弱的和平》選讀　

17　 1/2　 小熊英二，《如何改變社會》選讀　

18　 1/9　 綜合討論　



※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

備註：

1.其他欄包含參訪、專題演講等活動。

2.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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