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 

科號 

Course Number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Class Size 
60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西方哲學史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林正昊 

上課時間 

Time 
T789 

上課教室 

Room 
 

 

課程簡述 

 

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是現代社會的開端，舉凡今日主流的科

學、藝術、倫理、政治、歷史觀都大體以此時期形成的思想為淵源與框架，而在

學術尚未完全分工的情況下，西方近代哲學家們的思想自然在這許多領域都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本課程希望能夠帶領學生這一時期重要的哲學家與其哲學思想，

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認識自己所身處的現代社會之形成過程。 

 

中文暨英文關鍵字 

  理性主義    經驗主義         近代政治哲學       康德   德國觀念論       

rationalism empiricism early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Kant German idealism    

 

課程大綱 Detailed Course Syllabus 

 

●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是現代社會的開端，舉凡今日主流的科

學、藝術、倫理、政治、歷史觀都大體以此時期形成的思想為淵源與框架，而在

學術尚未完全分工的情況下，西方近代哲學家們的思想自然在這許多領域都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本課程希望能夠帶領學生這一時期重要的哲學家與其哲學思想，

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認識自己所身處的現代社會之形成過程。這在課程內容方面將

會包括幾個重要的哲學思潮：理性主義（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經驗主

義（洛克、柏克萊、休謨）、近代政治哲學（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哲學與

德國觀念論（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這些哲學思潮的興起除了受時代、地

域、環境、科技發展、歷史事件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之外亦有其內在辯證發展的邏

輯，本課程亦希望能夠並重地介紹之。 

 

● 指定用書(Text Books) 

 

1. 自編教材 

2.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3.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4. 傅偉勳著，《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2013。 



 

● 參考書籍(References) 

 

通史類： 

 

Russell, B.: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6, 1961. 

羅素著，《西方哲學史》。台北：左岸文化，2005。 

Copleston, Frederick Charles. 2006.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Continuum. 

柯普斯登著，《西洋哲學史》。台北：黎明出版社，2004。 

Windelband, W.: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problems and conceptions.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New York: Dover, 1905) 

文德爾班著，《西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98。 

Taylor, C. C. W. et al. (ed.): 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0 Vo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2003. 

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張志偉著：《西方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蔡美麗：《現代西洋哲學史: 尋索現代性之起源、發展及困境》，台北：聯經出版 

       社，2023。 

 

斷代史類： 

 

Garber, Daniel and Steven M Nadler. 2003. Oxford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 Lewis White. 1996. Early German Philosophy: Kant and His Predecessors. Bristol  

       England: Thoemmes Press. 

Beiser, Frederick C. 1993. The fate of reason: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th Pringle-Pattison A. 2002.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原典選集： 

 

Pojman, Louis P., and James Fieser. 2008.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Lisa, Marcy P Lascano and Michel, W Pharand. 2022.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Peterborough Ontario Canada: Broadview Press. 

 



● 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主要由教師介紹所規劃之課程內容，搭配課堂上的討論進行思辨，最後以

期中考及期末考檢驗學生吸收與理解程度。 

 

● 教學進度(Syllabus) 

週次 日期 主題與文本 備註 

1 2/20 課程介紹  

2 2/27 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  

3 3/5 笛卡兒：懷疑方法、上帝論證、心物關係  

4 3/12 斯賓諾莎：幾何學方法、萬有在神論  

5 3/19 萊布尼茲：同一律、充足理由律、單子論、預定 

          和諧 

 

6 3/26 洛克：心靈白板說、人格同一性  

7 4/2 柏克萊：存在與知覺、主觀觀念論  

8 4/9 休謨：印象與觀念、因果律、懷疑論  

9 4/16 期中考  

10 4/23 近代政治哲學：霍布斯、洛克、盧梭 

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論、國家與政府 

 

11 4/30 康德：形上學戰場與批判哲學、道德形上學基礎  

12 5/7 康德：自由、美學、目的論、法政哲學  

13 5/14 費希特：自我意識的歷史、知識學、倫理學  

14 5/21 謝林：無差別的同一性、自然哲學、自由論文  

15 5/28 黑格爾：辯證法、精神現象學、邏輯學  

16 6/4 期末考  

 

● 成績考核(Evaluation) 

課堂參與（10%）：出席與討論 

期中考（40%）：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期末考（50%）：近代政治哲學、康德與德國觀念論 

 

備註：哲學所決議於 112 學年度開設的課程皆採 16 週方式進行。哲學所將在每學期舉辦至少兩場  

      校外專家學者的演講活動，於 16 週內導入額外學習資源，提供同學更多元學習管道與機會 

      本課程無涉及 AI 工具之使用 

● 可連結之網頁位址 相關網頁(Personal Websit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iep.utm.edu/ 

華文哲學百科：https://mephilosophy.ccu.edu.tw/ 

大英百科全書：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Britannica-Online 

 

 

https://plato.stanford.edu/
https://mephilosophy.ccu.edu.tw/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Britannica-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