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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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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requisite

學年/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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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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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近代中國

The Modern China

HIST27310 歷史學系

112/2

學二

3.0/3.0學程 Program

/劉芳瑜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鴉片戰爭導致清廷開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局，亦是推動中國從傳統帝制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開端。本課程將帶領學
生先了解鴉片戰爭前的帝國面貌，從乾隆朝以降國家治理談起。接著說明鴉片戰爭爆發，導致朝貢體系逐漸解體，以
至帝國崩解，清朝結束統治結束為止。授課教師透過介紹這段時期中國所面臨的變化與對應，讓學生理解中國近代史
的意義與特色。授課方式將利用中外學者的研究專著為主，酌用相關史料、圖片及紀錄片，加深學生記憶。學生必須
閱讀教師指定教材部分內容，教師會針對閱讀內容進行抽問。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1
課程介紹（2/23）
1. 課程內容說明、目標、進行方式與作業要求。
2. 工具書與相關資源應用。

2

導論：史料與研究觀點概述（3/1）
1. 柯文（Paul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
在美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第4章。
2. 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
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34。

3

乾隆朝以降的政治變化（3/8）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出版事業，2019），上冊，第5章。
2.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
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第2-4章。

4

朝貢體系與對外貿易（3/15）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6章
2.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
國：大清王朝》，第5章。
3.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
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2
章。



5

晚清變局的發端與後續：（3/22）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7章。
2. 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國南方
的社會動亂》（臺北：時英出版社，2005）。

6

帝國內亂與社會變動（3/29）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8章。
2.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
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臺北：衛城出版社，2020）。

7 4/5清明節放假

8

內憂外患下的轉變：地方武力與漢人督撫的崛起（4/12）
1.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
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臺北：時英
出版社，2004），第3-4章。

9 期中考試 Midterm Exam

10
本週安排演講
課程時間調整週五下午2：00上課。

11

清帝國的中興之道（5/3）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9章。
2. 芮瑪麗（Mary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
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3. 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
（1844-1916）與官督商辦企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2

檢視日清的改革及其後續（5/10）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10章。
2. 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1997）。
3.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65）。

13

傳教事業與宗教衝突（5/17）
1. 周錫瑞著，張俊義、王棟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1998），第10章。
2. 陳學然，〈各行其是：「東南互保」與「兩廣獨立」中之各方政治
籌謀〉，《臺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2年6月），頁65-109。

14
國境內的帝國主義戰爭（5/24）
1. 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上冊，第3章。

15

維繫政權的改革（5/31）
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
《追尋現代中國》，第11章。
2.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05）。

16

帝國末日（6/7）
1. 金觀濤，〈革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13期（2005年6月），頁1-51。
2.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2）。

17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18 彈性補充教學與課程檢討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20%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25%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30%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25%

其他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一、教科書：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出版事業，
2019），上冊。

二、參考書目：
1. Edward A. McCord, 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4.
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大谷正著，劉峰譯，《甲午戰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1928~198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6，上下冊。
5. 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上
冊。
6.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
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
7.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文化出版事業，2003。
8. 王國斌(R. Bin Wong)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1998。
9.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文化事業，1980。
10.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與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 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8。
12.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
13. 朱浤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14. 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5。
15.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著、孫立新譯，《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年中國
與德國的相互作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16. 吳志偉，《上海租界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2。
17. 吳翎君，《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新北：聯經出版事業，2024。
18. 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19. 汪榮祖，《晚淸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文化出版事業，1983。
20. 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2014。
21. 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著，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1994。
22. 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晚清卷》。合肥：安徽出版社，2013。
23. 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24. 芮瑪麗（Mary Wright），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扺抗(1862-1874)》。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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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5. 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6. 柯文 (Paul A. Cohen)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0。
27.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7。
28.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上冊。
29.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
30.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
31. 茅海建，《苦命天子 咸豐皇帝奕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32.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33. 夏春濤，《天國的殞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34. 孫占元，《左宗棠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5.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活動與社團》。北京：三聯書店，1995。
36.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37. 馬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38. 馬誠，《晚清雲南劇變：杜文秀起義與大理政權的興亡》。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
39. 高明士，《中國史研究指南（近、現代）》。臺北：聯經文化出版事業，1990。
40.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41. 張玉法，洪健榮編輯，《中國近代史史料指引（1500-191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5。
42.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文集》。臺北：聯經文化出版事業，1980，第1-10輯。
43.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44.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
45.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
亡》。臺北：衛城出版社，2020。
46. 許雪姬，《滿大人的最後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93。
47.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
48.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臺北：弘文館影印，1987。
49.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著 ; 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
巨流出版社，2004。
50. 馮兆基（Edmund S. K. Fung）著、郭太風譯，《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1.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52. 趙雲田，《清末新政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53. 趙樹好，《晚清教案與社會變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4.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55. 鮑威爾(Ralph Lorin Powell)著；陳澤憲，陳霞飛譯，《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56.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57. 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臺北：時英出版社，2005。
58.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課程教材網址(含線上教學資訊,教師個人網址請列位於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Including online teaching information.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listed here.)

 其他補充說明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