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110（二）課程大綱 

科    號：                  學分：1                   人數限制：10 

科目中文名稱：進階專題研究：詹姆士的《宗教經驗之種種》 教室：人社 C202 

科目英文名稱：Advanced Seminar: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任 課 教 師：鄭喜恒 

上 課 時 間：F5F6 (週五 13:20-15:10) 

一、 課程說明： 

本課程為哲學所的「進階專題研究」之一學分課程，但也歡迎大學部同學選

修。本課程特別要求積極主動閱讀指定文本、參與課堂討論與持續動筆寫作。 

美國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於 1901到 1902年在吉佛自然

神學講座(Gifford Lectures on natural theology)的系列演講後來集結成書，於 1902

年出版，標題為《宗教經驗之種種：對於人性的探究》。詹姆士在書中著重探討

個人的宗教經驗的特點。他弱化了神學與哲學在宗教中扮演的角色，也駁斥了醫

學唯物論對於宗教信仰的化約論；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展現在他對於個人宗教經驗

的價值的評估上；他區分了「個人宗教」跟「制度宗教」，並且認為前者更為優

先；他區分了「健全心態的宗教」跟「病態靈魂所需要的宗教」；他特別選擇比

較極端的個人宗教經驗作為探究對象；他探討的主題包括了皈依、聖徒德性、密

契主義、祈禱等現象。雖然他的這些主張都受到了後世的挑戰，但這部書仍然被

視為經典著作。 

當代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中檢視了

詹姆士的主張，並且探討了宗教在當代文化中的地位。我們將在課程的最後三週

閱讀泰勒這本書，並且檢討他對詹姆士的詮釋與批評是否得當。 

二、 指定用書：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威廉˙詹姆士，《宗教經驗之種種：對於人性的探究》，蔡怡佳與劉宏信翻譯，立

緒出版社，2001年。 

三、 教學方式： 

每週指定有研讀的文獻章節。修課同學須在讀完指定文獻章節後在上課時段

指出章節重點，並且提出評論與問題供參與課程者討論與回應。教師將作為主持

人來主持與引導討論的進行，並且參與討論。修課同學必須挑選六週課程，在課

後寫作至少 1000字的重點摘要與心得意見。 



四、 教學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與文本 備註 

1 2/18 《宗教經驗之種種》第一講  宗教與神經學  

2 2/25 第二講  主題界說  

3 3/4 第三講  不可見的實在  

4 3/11 第四、五講  健全心態的宗教經驗  

5 3/18 第六、七講  病態的靈魂  

6 3/25 第八講  自我分裂與統合  

7 4/1 第九講  皈依  

8 4/8 第十講  皈依(結論)  

9 4/15 第十一、十二、十三講  聖徒德性的特質  

10 4/22 第十四、十五講  聖徒德性的價值  

11 4/29 第十六、十七講  密契主義  

12 5/6 第十八講  宗教哲學  

13 5/13 第十九講  宗教經驗的其它特徵；結論(終章)

與後記 

 

14 5/20 泰勒的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的第一章：

“James: Varieties” 

 

15 5/27 泰勒的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的第二章： 

“The ‘Twice-Born’” 

 

16 6/3 N/A 端午節 

17 6/10 泰勒的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的第三、四

章：“Religion Today”與“So Was James Right?” 

為第 16週假日補

課 

五、 成績考核： 

    (1)任選六週課程，每週至少 1000字的討論重點摘要與心得意見：60%；(2)

一份書面期末報告：30%；(3)參與課堂討論：10%。 

六、彈性週數課程調整說明：本課程為 16週課程，但因為遇到一次假日，

故在學期末補課一週。本課程要求寫作期末報告，故期末考週(第十八週)不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