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綜合發言

      (1) 蕭高彥 共和主義、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鄂蘭與施密特的隠蔽對話

      (2) 白永瑞 「便利的誤解」的歷史：韓中相互認識的軌跡

      (3) 許紀霖 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現代中國兩種民族國家認同觀的比較研究

      (4)
金觀濤，

劉青峰
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

陳方正   評論：錢永祥   章  清

    第二節  近代文本與語言轉化

      (1) 沈國威 近代的文本，概念與話語

─新概念是怎樣容受的？以黃遵憲《日本國志》為例

      (2) 陳力衞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問題─由版本的變遷看譯詞的尖銳化

      (3) 陳繼東 外來概念的哲學是否中國固有

      (4) 李曉東 「西方衝擊」下的中國文化認同

      (5) 何方昱 戰時中國學界的科學觀─以《思想與時代》月刊 (1941-1948)

「科學家學人群」言說為中心

許紀霖   評論：王  柯   潘光哲

二○○五年十月十三日

主席：

主席：



    第三節  近現代思想家認同觀及中國國家觀念演變

      (1) 范廣欣 經史與現實的互動：從奏稿看郭嵩燾「遠人」觀念的變遷

      (2) 潘光哲 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

關於梁啓超《論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

      (3) 王  柯 二重的忠誠─白壽彝與開封的故事

      (4) 吳通褔 近代中國構建新的認同的探索的初步考察

      (5) 秦  暉 「楊近墨遠」與「為父絕君」：古儒的國─家觀及其演變

孫隆基   評論：林少陽   高力克

    第四節  「天下觀」與晚清文字運動

      (1) 王宏志 「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論夷夏之辨與晚清翻譯

(上篇：1840-1860年代)

      (2) 汪林茂 民族主義視野下的清末文字改革運動

      (3) 陳  贇  天下觀與地方感：兼論古典思想視域中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

      (4) 章  清 「中國認同」的緣起與困局

─晚清中國「天下萬國」與「普遍歷史」理念的浮現及其意義

黃紹倫    評論：張隆溪   張  鳴

二○○五年十月十四日

主席：

主席：



    第五節  港澳台身份認同

      (1)
黃紹倫，

鄭宏泰
身份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例子

      (2)
陳祖為，

陳綺文
Nested Identities: An Anatomy of Hong Kong Identities

      (3) 黎熙元 難以表述的身份：後殖民語境中澳門人的文化認同

      (4) 蕭高彥 台灣的憲法變遷與政治認同：過去、現在與未來

關信基    評論：王家英   周保松

    第六節  自由主義與五四、文革話語

      (1) 劉  擎 自由民族主義：伯林思想的啓示

      (2) 孫隆基 公元1919年─有關「五四」的四種不同的故事

      (3) 劉一皋 文化大革命前的社會認同危機─國家概念與動員形式的模糊

      (4) 高力克 陳獨秀的國家觀

石元康    評論：馮耀明   許紀霖

    第七節  全球化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1) 陳建華 「語言轉向」與九十年代中國全球化

      (2) 林少陽 「現代的超克」、美學主義與政治性：日本浪漫派保田與重郎試論

      (3) 王馬克 全球化中的封閉化─民族認同對中日韓本國歷史認識的影響

主席：

主席：



      (4) 金  雁 走向公民社會：轉軌時期的東歐民間組織

錢永祥    評論：劉小楓   李金銓

    圓桌討論  (自由發言) 及閉幕式 

    閉幕辭        主席：金觀濤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