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2  五四新文學運動專題  課程大綱 

授課教師：楊佳嫻     課程助教：陳柔煊 

 

一、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 書目、篇章 

一 ２／２６ 課程概說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楊儒賓〈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 

二 ３／５ 梅竹賽停課 

三 ３／１２ 五四文獻 

選讀及其他 

陳獨秀〈敬告青年〉、吳稚暉〈青年與工具〉、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胡適〈新思潮的意義〉、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吳虞〈吃人與禮教〉 

四 ３／１９ 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論「五四」前後的文化保守主義〉 

五 ３／２６ 蔣夢麟〈新舊與調和〉、杜亞泉〈何謂新思想〉、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緒論〉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六 ４／２ 清明補假 

七 ４／９ 五四與「五四文

學」 

陳平原〈一場遊行：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

研究〉、賀麥曉（Michel Hockx）〈文學史斷代與知識生產——論「五四文學」〉 

八 ４／１６ 五四與反傳統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緒論－第三章 

九 ４／２３ 五四與反傳統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第三（陳獨秀）、第五章（魯迅） 

十 ４／３０ 五四與反傳統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第四章（胡適）、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十一 ５／７ 文學與語言 夏曉虹〈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形成說略〉、王風〈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的關係〉 

十二 ５／１４ 文學與語言 王風〈從「自由書」到「隨感錄」〉、季劍青〈近代散文對「美文」的想像〉 

十三 ５／２１ 文學與語言 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詩歌語言的改革：以胡適教授的《嘗試集》與附錄《去國集》為準繩〉、

陳建華〈論文言與白話的辯證關係及中國現代文學之源－－以周瘦鵑為例〉 

十四 ５／２８ 文學、思想與青年 葉聖陶《倪煥之》、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

──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 

十五 ６／４ 文學、思想與青年 葉聖陶〈苦菜〉、姜濤〈從代際視角看「文學青年」的出現〉、姜濤〈五四社會改造思潮下

的文學「志業」理念〉 

十六 ６／１１ 文學、情欲與國家 郁達夫〈茫茫夜〉、〈空虛〉、〈她是一個弱女子〉 

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女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 

彭小妍〈性啟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 〉 

十七 ６／１８ 五四與台灣、香港 黃克武〈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 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簡明海〈思想文

化與政治權力的緊張與競逐──歷史符號與文化資本的五四論述〉、陳學然〈殖民主義與民族

主義之間：香港之「五四」回望與利用〉 

十八 ６／２５ 期末論文提案討論 

 

二、成績計算 

（一）課前預習摘要與提問 30%（第 7-17 週，11 週中任選 10 週，一頁以內） 

（二）課堂報告 30% 

（三）期末論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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