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開放式課程
壹 .課程簡介：

  中文課程名稱：殷海光與自由主義

  英文課程名稱：Yin Hai-kuang and Liberalism 

  授課教師：苑舉正

  學分數：1 

  開課單位：哲學系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介紹殷海光先生之生平及其自由主義思想為主。本課程內

容涵蓋哲學思考與公民意識兩個領域。哲學思考首重自由概念之定義與

批判，而此概念之落實即成為公民意識之核心原則。上課方式包括：講

演、閱讀討論殷海光先生之原著和相關之研究論文、參訪「殷海光故居」

與觀賞殷海光先生的生平紀錄片。

  課程目標

       藉由本課程，學生可以瞭解殷海光先生之生平思想，進而為反省自

由、民主、科學等理想，與現實生活世界之意義，提供「思想資源」。

  課程要求

活動課程：參訪「殷海光故居」與觀賞殷海光先生之生平紀錄片 

  成績評量方式
  



No
.

項目
百分

比
說明

1. 
平常上課考
察 

30%  

2. 書面報告 70% 
提出《殷海光原著》與《相關研究論文》之書面報告各一
份：各 35％ 

貳.單元與内容 (課程首頁)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2 週 9/20 
第一講　導論：殷海光的典範意義：公民社會的思考
【Sept./20/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者：顧忠華
教授】 

第 4 週 10/04 
第二講　殷海光的思想轉折與「五四」的歷史詮釋

【Oct./04/2012】【主持人：柯慶明教授，講演者：潘光哲教
授】 

第 6 週 10/18 
第三講　殷海光論民主【Oct./18/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
授，講演者：錢永祥教授】 

第 9 週 11/08 
第四講　殷海光論自由【Nov./08/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
授，講演者：蕭高彥教授】 

第 11 週 11/22 
第五講　殷海光論科學與思想方法【Nov./22/2012】【主持
人：苑舉正教授，講演者：陳瑞麟教授】 

第 13 週 12/06 
第六講　殷海光論知識分子【Dec./06/2012】【主持人：苑舉
正教授，講演者：陳忠信董事】 

第 15 週 12/20 
第七講　殷海光論傳統和現代【Dec./20/2012】【主持人：苑
舉正教授，講演者：何信全教授】 

第 17 週 1/03 
第八講　殷海光與自由主義者的理想追求【Jan./03/2013】
【主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者：柯慶明教授】 

參.指定閱讀



第一講　導論：殷海光的典範意義：公民社會的思考

【Sept./20/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者：顧忠華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殷海光致張灝〉（1967 年 3 月 8 日）、〈殷海光致林毓

生〉（1968 年 9 月 24 日） 

相關研究論文： 

張灝，〈殷海光與中國知識分子──紀念海光師逝世三十週年〉，氏著，

《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2004）。 

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恆意義〉，氏著，《思想與人物》

（台北：聯經，1983）。 

顧忠華，〈公民社會在台灣的成形經驗〉，收入：瞿海源（等主編），

《法治人權與公民社會》，《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冊 2（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顧忠華，〈自由主義在台灣（代序）〉，收入：殷海光基金會（主編），

《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第二講　殷海光的思想轉折與「五四」的歷史詮釋【Oct./04/2012】【主

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者：潘光哲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趕快收拾人心〉，《中央日報》，1948 年 11 月 4 日、〈論

自由主義者及其任務〉，《中央日報》，1948 年 1 月 25 日、〈是什麼，

就說什麼（今日的問題 1）〉，《自由中國》，第 17卷第 3 期，1957 年

8 月 1 日、〈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國》，第 16卷第 9 期，1957 年 5

月 5 日、〈社論：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台北，《自由中國》18卷 9 期，

1958 年 5 月 1 日、〈展開啟蒙運動〉，《自由中國》，第 20卷第 9 期，

1959 年 5 月 5 日、〈五四的再認識〉，《大學生活》，1968 年 5 月號、

〈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周年而作〉，《大學生活》 ，

1969 年 5 月號。 

相關研究論文： 

張忠棟，〈胡適與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思想風格的異同〉，氏著，《自

由主義人物》（台北：允晨文化，1998）。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岐性〉，氏著，《時代的探索》（台

北：聯經，2004）。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

北：聯經，1989）。 

第三講　殷海光論民主【Oct./18/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

者：錢永祥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觀——君主的民主〉，《自由中

國》，第 15卷第 7 期，1956 年 10 月 5 日、〈反民主的民主〉，《自由中

國》，第 16卷第 1 期，1957 年 1 月 1 日、〈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自由中國》，第 23卷第 2 期，1960 年 7 月 20 日。 

相關研究論文： 

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

聯經，2004）。 

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氏著，

《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台北：聯經，

2001）。 

第四講　殷海光論自由【Nov./08/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講演

者：蕭高彥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自由主義底蘊涵〉，《自由中國》，第 3卷第 3 期，1950

年 8 月 1 日、〈自由的倫理基礎〉，《大學生活》，第 3卷第 7 期，1960

年 1 月 1 日。 

相關研究論文： 

林毓生，〈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

聯經，1983）。 



何信全，〈戰後台灣對自由主義的詮釋：以張佛泉、殷海光與朱堅章為

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7 期（2006 年 6 月）。 

第五講　殷海光論科學與思想方法【Nov./22/2012】【主持人：苑舉正

教授，講演者：陳瑞麟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祖國周刊》，第 23卷第

8、9 期，1958 年 8 月 18、25 日、〈海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從「無知

論」出發〉，《時與潮》，第 198 期，1965 年 10 月 18 日、〈創設講理俱

樂部〉，台北，《自由中國》19卷 2 期，1958 年 7 月 16 日、〈論沒有顏

色的思想〉，《文星雜誌》，第 31 期，1961 年 4 月、〈怎樣研究邏輯？〉

《大學生活》，第 3卷第 7 期，1960 年 1 月 1 日、〈論認知的獨立〉，香

港，《大學生活》【新】1卷 1 期，1966 年 1 月 15 日。 

相關研究論文： 

傅大為，〈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啓蒙到台灣的殷海

光〉，《台灣社會研究》，第 1卷第 4 期（1988 年 12 月）。 

林正弘，〈胡適與殷海光的科學觀〉，韋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

想與文化——紀念殷海光逝世 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

立報系出版部，1990）。 

陳瑞麟，〈邏輯實證論在台灣：透過殷海光對思想與文化產生的影響〉，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1 期（2011 年 3 月）。 

劉季倫，〈知識與信念：論殷海光的價值依據〉，殷海光基金會（主

編），《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第六講　殷海光論知識分子【Dec./06/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

講演者：陳忠信董事】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知識分子的責任〉，《中國文化的展望》下冊，第 15章、

〈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民主評論》，第 3卷第 17 期，1952 年 8 月

20 日、〈人生的基石〉，台北，《時與潮》復刊 234 期，1967 年 1 月 23

日。 

相關研究論文： 

林毓生，〈在轉型的時代中一個知識分子的沉思與建議：為紀念先師殷

海光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

1983）。 

第七講　殷海光論傳統和現代【Dec./20/2012】【主持人：苑舉正教授，

講演者：何信全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現代化的問題〉，《中國文化的展望》下冊，第 11章、



〈傳統與現代化〉，香港，《大學生活》【新】5卷 5 期，1970 年 5 月 15

日。 

相關研究論文： 

何信全，〈自由主義視域下的儒家價值——以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

為例〉，黃俊傑（編），《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互動與融合》（台北：

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冊 1。 

第八講　殷海光與自由主義者的理想追求【Jan./03/2013】【主持人：

苑舉正教授，講演者：柯慶明教授】 

閱讀資料： 

殷海光原著：〈我所認識之「真正的自由人」〉，台北，《自由中國》6卷

2 期，1951 年 1 月 16 日、殷海光，〈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自

由中國》，第 20卷第 7 期，1959 年 4 月 1 日。 

相關研究論文： 

林毓生，〈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

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聯經，1989）。 

熊自健，〈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

周德偉為例〉，宋光宇（編），《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

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章清，〈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自由知識分子關於社會



主義的圖景〉，瞿海源（等主編），《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社會正

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冊《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台北：桂冠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肆.延伸閱讀

賀照田（編選），《殷海光學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本社編輯部（編），《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殷海光先生紀念集》

（台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 

賀照田（編選），《殷海光學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7）。 

何卓恩，《《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

（台北：水牛圖書公司，2008）。 

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4）。 

林淇瀁，〈啟蒙與「毒素」：由雷震案論國民黨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箝

制〉，《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九屆》（台北：

國史館，2008）。 

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台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章清，《殷海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台灣，一九一九～一九六

九》（台北：正中書局，2000）。 

蕭高彥，〈國族民主在台灣：一個政治理論的詮釋〉，《政治與社會哲學

評論》，期 11（台北：2004 年 12 月）。 

錢永祥，〈公共領域在台灣：一頁論述史的解讀與借鑑〉，李丁讚（主

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出版公司，

2004）。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

察》（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 

蘇瑞鏘，《戰後台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

稻鄉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