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下）研究所課程大綱（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 

科號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15 

科目中文名稱 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 教室  

科目英文名稱 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 

任課教師 黃文宏 

上課時間 星期三 9:00-12:00 

 
一、課程說明： 

  木村敏（Kimura, Bin, 1931-2021）是日本當代哲學中「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的

代表之一。本課程閱讀的文本是其成熟期的《之間（あいだ）》，（ちくま学芸文庫，

2005 年）（初版於 1988 年）。這是木村精神病理學的代表作，「主體性（自我）的喪

失」是其對精神病理的一個診斷結果。在這裡「時間」與「他者」在主體的建立上

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本課程的目的在展示木村「精神病理學」的理論，本學期集中於《之間》的「差

異」問題，重點在「自我（主體）」的成立，這牽涉到哲學中的「他者」問題。討論

的主題包括「述情障礙」（alexithymia）、「我與汝」、「絕對的他者」、「之間的病理學」、

「雙重束縛」（Double Bind）、「物與事（ものとこと）」等等。在建立其理論的同時，

木村站在西田幾多郎與日本哲學的立場，批判了許多當代哲學家（例如德希達、馬

丁布伯等等）的理論。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日本當代哲學對「現象學的心理學」

的貢獻。至於日本當代哲學中，其他精神病理學或身體論的代表人物，例如中井久

夫、中村雄二郎與市川浩等人，則以補充的方式，視上課需要或以專題演講補充。 

  本課程不預設日文閱讀能力，《之間》的中譯草稿，預計於上課前以 email 傳

送，請同學自行列印。擬選修同學第一堂課，請務必到場，以便統計人數與了解相

關課堂規定。 

※哲學所決議於 112 學年度開設課程皆採 16 週方式進行。哲學所將在每學期舉辦

三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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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定用書： 

木村敏：《あいだ》，ちくま学芸文庫，2005 年。 

 

三、參考書籍： 

胡塞爾著，黃文宏譯注/解說：《大英百科全書草稿》，（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社，2021 年）。 



   

 

四、授課方式： 

上課與討論。 

 

五、成績考核 

1）針對特定章節或論題撰寫閱讀報告或論文（題目自訂，但需先與任課老師討

論）（60%）。 

2）相關資料中譯：英、日、德擇一（40%） 

※生成式 AI 之使用僅限於查找參考資料，不得直接將所生成之內容作為作業繳

交。 

※欲選修同學請於第一次上課時務必到場，聽取課程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