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個人觀念的起源與演變

     (1) 石元康 社會契約與個人主義

     (2)
金觀濤、

劉青峰
中國思想中個人觀念的起源、演變及現代形態初探

     (3) 黃克武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個人主義」翻譯問題的再檢討

     (4) 賀桂梅 80年代人道主義思潮「個人」觀念之辨析

評    議

自由討論

錢永祥   評論：強世功   許紀霖

    第二節   政治哲學中的國家與社會

     (1) 吳增定 霍布斯國家觀念的基督教淵源

     (2) 舒  煒 托克維爾論現代國家

     (3) 周保松 自由主義、平等與差異原則

     (4) 盧傑雄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從對立走向融和

評    議

自由討論

二○○三年十月九日

主席：



黃克武   評論：蕭  濱   錢永祥

    第三節   知識份子：思想轉向與文化批評

     (1) Timothy Cheek Intellectuals and Academics in 20th Century China

     (2) 金泰昌 人與居住地，國家與世界─對人類新型生存方式的探索

     (3) 張寶明 《新青年》(1915-1919)：思想史上個人、社會與國家關係的歷史考察

評    議

自由討論

石元康   評論：郝志東   廖  梅

    第四節   國家與社會觀念：從傳統到現代 (I)

     (1) 汪  暉 從《海國圖志》到「春秋國際公法」

     (2) 單世聯 梁    超  與 德   國

     (3) 鄭大華 國家、社會與個人─張君勱政治思想的演變

     (4) 羅  崗 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重識蔡元培的「大學理念」

評    議

自由討論

主席：

主席：

二○○三年十月十日



劉青峰    評論：季衛東   黃克武

    第五節   國家與社會觀念：從傳統到現代 (II)

     (1) 廖  梅 從一家之長到一國之使：汪大燮在晚清的思想歷程

     (2) 潘光哲 求索「真革命」：胡適的「蘇聯經驗」(1926-1927)

     (3) 劉季倫 直接性：對於現代中國追求之新秩序的一個觀察

     (4) 王曉漁 社會主義中國的「公」與「私」─以雷鋒為例

評    議

自由討論

熊月之    評論：鄭大華   任劍濤

    第六節   國族認同： 觀念及個案分析

     (1) 許紀霖 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從梁啓超到張君勱

     (2)
孫  江、

黃東蘭
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

     (3) 王  柯 「漢奸」的民族國家語境─從一首康有為詩看近代民族主義的空間

     (4) 趙利棟 近代中國的封建與封建主義

評    議

自由討論

梁元生    評論：潘光哲   陳煒舜

主席：

主席：

主席：



    第七節   近代中、日、韓思想的互動

     (1) 李曉東 近代中國啓蒙思想與日本

─筧克彥對《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論戰的影響

     (2) 韓東育 日本近代史觀對「仁」的次位安置

     (3) 梁元生 求索東西天地間：早年尹致昊 (1865-1946) 

對國家、文化和宗教的追尋

     (4) 沈國威 《日本書目志》及康有為的新學知識

評    議

自由討論

季衛東    評論：單世聯   孫  江

    第八節   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制度安排

     (1) 蕭  濱 「普布利烏斯」心目中的個人、社會和國家─從立憲設計的角度看

     (2) 季衛東 憲政的新範式

     (3) 秦  暉 權力、責任與憲政：關於國家「大小」問題的理論與歷史考察

     (4) 任劍濤 政黨、民族與國家─中國現代黨化國家形態的歷史─理論分析

主席：

二○○三年十月十一日



     (5) 金  雁 俄國思想史上的國家、個人與村社

評    議

自由討論

許紀霖    評論：吳增定   高超群

    圓桌討論  (自由發言) 及閉幕   

主席：

    閉幕辭  金觀濤

主席：陳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