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任的話

由⼈社院學⼠班特聘教授黃應貴⽼師所主持的「新世紀社會與⽂化」研討會：多重⼈觀與⾃我，系列論⽂從2019年3⽉起開始各篇論⽂的講論會，7⽉
底進⾏研討會，最後經歷論⽂審查和編輯，由群學出版於2020年10⽉出版為《主體、⼼靈與⾃我的重構》⼀書。

本書試圖促成⼼理學（包括⼼理諮商、現象學、精神分析等）與⽂化⼈類學的對話，共同⾯對在新⾃由主義的時代，由於既有的社會組織沒落，⼈形
成⾃我的機制已不再由緊密的⾯對⾯互動來建構，經常出現多重、破碎的⾃我樣態，更被外⼒塑造出⼈所不欲的主體（如⽋債⼈），「我是誰？」的
問題如何能解決？
而本書也可視為第⼆單元《⽇常⽣活中的當代宗教》的延續，在前⼀本書中已經提出重建關係性存有（relational being）來作為⾯對新時代「我是
誰」問題的可能解決⽅式。本書提到關係性存有的三個⾯向，包含重建⼈與⼈的關係、⼈與物的關係，以及⼈與超⾃然的關係。在理性主義的經驗論
科學觀中，前⼆者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肯定，但關乎⼈與超⾃然的連結⽅式，往往無法回到⼈的宗教經驗內來看，而只是被看作社會的再現。在第⼆本
書成書之時，黃應貴⽼師說他仍無法處理這樣的缺憾，但也因為蔡怡佳⽼師的當時對該書的評論，而⼀直謹記⼼中。這個課題也是直⾄他兩年前有了
因⼼臟電擊急救而進⼊另⼀個時空的經驗後，以及當代⼈類學討論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的知識衝擊，才有辦法試著處理。因此這本書不
只是在作者組成上具有跨領域對話的創新性，在內容上也有⾯對當代問題的現實性與挑戰性，更因為取徑試圖跨越科學理性、參與當代學術對話而具
有前瞻性。

新書發表會邀請三位評論⼈，也來⾃不同的學術專業領域：林瑋嬪⽼師（⽂化⼈類學）、彭仁郁⽼師（精神分析）、蔡怡佳⽼師（宗教研究和⼼理
學），而三位評論⼈針對本書的架構，以及各篇的內容都有精彩、仔細而深⼊的評論，並試圖提出不同觀點的解釋，各位作者在回應時也紛紛表⽰這
是令⼈相當激動和感謝之處。

黃應貴⽼師除了感謝當年蔡怡佳的提問、及述說不同學科間的橫溝及跨越學科時互動的困難外，也回應地指出「更⾼⾃我整全性的追求」雖原來⾃榮
格⼈格的⾃性化所具有意識及潛意識所構成的整體⼼靈，但因他後來研究不少東⽅宗教，使他認為最⾼境界的⾃我所統合的意識與無意識，就是宗
教，也是⾃性化的過程。他的看法被後來跟隨者不斷衍⽣(尤其在東⽅)，到河合隼雄時就已經在指涉⼈不斷的重⽣與昇華的過程，黃應貴⽼師更增加在
當代部分主體往往會被外在新的政經結構⼒量或制度所塑造下，個⼈必須透過更⾼⾃我整全性的追求才能達到更⾼、更廣、更深的領悟與⼼靈，也才
可以讓我們去⾯對個⼈⽣命經驗及外在客觀政經條件不斷的改變下，不斷重構⾃我。但這已涉及晚近本體論轉向以建⽴新知識的問題，可惜的是，今
天的討論好像⽐較少觸及這較難的核⼼問題。

「我是誰」的問題在當前逐漸嚴峻化，本書的論⽂和本次的討論指出這個問題的思考必須回到政治經濟社會⽂化的脈絡，看到關係的物質⾯貌，倫理
或許不是關係裡⾯唯⼀重要的事情，⾏動也有其意義，不只是想，也是去做、去活，並且正視⾃我的多重性、變化性，拒絕過度簡化的⼆元對⽴（⼈
與⾮⼈、理性與⾮理性、整全與破碎等），以及新知識探討的可能性，並且當我們對「異常」狀況投以⽬光之時能有所警覺，⽬光包含著什麼樣的⼈
觀預設、理想預設、拯救預設，在他者的苦難中也看到⾃⼰，而持續對關係保持著改變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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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彙整

各位同學，⼤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社院學⼠班為選修「⾃主學習」作為副修學程的同學所提供的可供⾃由選擇的「四⼤課群」之修課模組！

先說明什麼是「⾃主學習」的副修學程。⼈社院學⼠班在上個學期(108學年度下學期)通過學⽣可以選擇「⾃主學習」作為副修學程。這意味著學⼠
班學⽣在原來可以選擇的9個副修學程(包括：社會學、⼈類學、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學與創作、語⾔學、性別研究、⽂化研究)之外，還可以
選擇「⾃主學習」作為副修學程。與其他副修學程⼀樣，這個學程也必須要滿⾜18個學分之要求；但是，不同於其他的副修學程，選擇⾃主學習作為
副修學程的同學，必須在畢業前完成⼀篇學⼠論⽂。為完成學⼠論⽂，學⽣必須選修「學⼠論⽂⼀」與「學⼠論⽂⼆」兩⾨課程共計3學分。其餘的
15個學分，則就學⽣所要撰寫的學⼠論⽂題⽬，經過與學⼠論⽂的指導教授共同討論後，共同規劃出所必須選修的課程。

那麼，剛剛所提到的「四⼤課群」之修課模組⼜是什麼呢？話說⼈社院學⼠班在前年起，向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申請並通過執⾏了四年期的「⼈
⽂⽣活與科技變遷跨域前瞻⼈才培育計畫」(University Foresight Education Project，簡稱UFO計畫)。執⾏這項計畫的主要⽬的是要藉由規
劃跨領域課程的學習，讓學⼠在⾯對當前快速變遷的科技社會，除了得以建置能夠妥善利⽤科技以改善社會現狀的能⼒之外，更期盼學⽣在修習過計
畫所規劃的課程之後，得以成為跨越科技與⼈⽂領域的跨領域⼈才，以建⽴以⼈⽂⾃覺為本的科技化之⽣活世界。在以往，⼈社院學⼠班的課程雖然
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但是絕⼤部分課程之內容都只在⼈⽂社會領域裡進⾏跨領域的學習。執⾏本次計畫的⽬標主要是希望帶動⼈社院學⼠班的學⽣進
⾏跨越科技與⼈社領域的學習，以便在真正深⼊了解科技發展的前提下，對科技的進展進⾏帶有⼈⽂⾃覺的深刻反思與建⾔。為了讓同學能夠在短時
間內迅速且完整地建置上述跨領域論述之能⼒，UFO計畫分別就「⽣態、環境與科技」、「身體、醫療與科技」、「⼼智科學與⼈⼯智慧」、與「科
技新世代的公⺠社會」四個⾯向，分別規劃了四個各具15個學分的課群(或選課模組)，讓選修「⾃主學習」作為副修學程的同學，若其學⼠論⽂的題
⽬與這四個⾯向有關的話，可以挑選並修⾜其中任⼀課群所提供的課程，以作為滿⾜「⾃主學習」副修學程15學分的修課要求。
 
上述四⼤課群所提供的選課模組，其課程內容各⾃包括了：基礎課程(cornerstone)、焦點課程(keystone)、與總整課程(capstone)三個組成部
分。除了統整課程共同由「學⼠論⽂」課程構成之外，各個課群的基礎課程與焦點課程各有不同的學分要求與組合，有興趣的同學們請參考下列的
UFO計畫網站與粉絲專⾴，以了解這四⼤課群的具體內容與要求。
 
誠摯邀請選修「⾃主學習」作為副修學程的同學們來選修「⼈⽂⽣活與科技變遷跨域前瞻⼈才培育計畫」特別為您們規劃的四⼤課群之修課模組！

UFO計畫網站 清⼤⼈社UFO計畫粉絲專⾴ ⾃主學習學程實施辦法

⼈社院學⼠班現正執⾏教育部的⼈⽂社會與科技前瞻⼈才培育計畫 (簡稱UFO計畫)，學⼠班的計畫標題為「科技變遷與⼈⽂⽣活」，⽬標是在固有的
⼈社跨域課程之基礎上，透過與通識教育中⼼協作及校內資源之整合，架構起⼀套擴展⾄理⼯與前瞻科技領域之⼈才培育機制，並推動⼈社學⼠班整
體邁向新世代之轉型與發展。

 課程發展為此計畫的重點之⼀，除了會依據⼈社與科技跨域教學之⽬標，調整⼈社學⼠班固有的必修課如「台灣啟航」、「經典閱讀」、「跨領域對
話」之外，也會將各學程的選修課與通識課程加以連結。依「⽣態、環境與科技」、「身體、醫療與科技」、「⼼智科學與⼈⼯智慧」及「科技新世
代的公⺠社會」等議題，整合發展出四個課程群組。本計畫希望能打造前瞻性的⼈⽂社會科學跨域教師社群與團隊，⻑期推動⼈⽂社會學的跨領域學
習為其教育理念。

我們將「科技與⼈⽂之反思」作為核⼼主題，構成課群，直視既有跨領域對話之難題培養學⽣在⼈⼯智慧時代下的⼈⽂社會科學基礎知識。

UFO進⾏式 ─ 我們所預⾒的未來

想與更多⼈分享您在⼈社院學⼠班的⽣活，或是推廣更多活動資訊及徵才資訊？

歡迎來信⾄下⽅E-mail：

本電⼦報由國⽴清華⼤學⼈⽂社會學院學⼠班電⼦報編輯小組發⾏。

A L L  R I G H T S  R E S E R V E D

新世紀社會與⽂化第七單元《主體、⼼靈與⾃我的重構》
新書發表會活動紀錄

UFO課程架構

每個⼈對於為什麼要實習、想從實習中獲得什麼都抱著不同得看法。有⼈認為實習可以補⾜學校的課程裡沒辦法給予的實務經驗、也有⼈想藉由實習對

⾃⼰喜歡的領域有更深了解─ 無論答案是什麼，問題都會回歸到「我了解⾃⼰想要的是什麼嗎？」

國⽴清華⼤學⼈⽂社會學院學⼠班電⼦報•第⼆期

發刊⽇：2020.11.28

將您的稿件投稿⾄電⼦報編輯小組專⽤信箱，我們將儘速與您聯繫。

dhss.news@faculty.hss.nthu.edu.tw

活動紀錄∕張翊

稿件潤飾∕蕭冠祐

科技⼈⽂的理念與反思

⼈⽂社會學院學⼠班主任

陳思廷 敬邀

11.30

12.01

12.02

12.04

12.08

12.10、12.11

12.12-13

性別學學程說明會

⼈類學學程說明會

歷史學程說明會

⼈⽂社會學院⽂論研究中⼼・⼈⽂主義地理學讀書會

清華⾥⼭⽇──⼤學⾥⼭講座暨國際缐上論壇

2021清華⼤學產業⻑期實習說明會

2020冬季史學盃在清華

台灣啟航

科技與⼈⽂反思

聚焦⼈⽂科技的
「經典閱讀」
「跨領域對話」

四組前瞻議題的跨域探究

⽣態、環境與科技課群

身體、醫療與科技課群

⼼智科學與⼈⼯智慧
課群

科技新時代的公⺠社會
課群

科技⼈⽂實作

⼈⽂與科技變遷、社會創
新與⼈⽂實踐等跨域實作

課程

產業參訪、⾒習、
實習制度

詳細課群及課程列表

活動時間・2020.11.14         活動地點・國⽴台灣⼤學⽂學院演講廳

https://www.facebook.com/%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4%BA%BA%E6%96%87%E7%A4%BE%E6%9C%83%E5%AD%B8%E9%99%A2%E5%AD%B8%E5%A3%AB%E7%8F%AD-254130518589363/
http://faculty.hss.nthu.edu.tw/
http://www.dhss.nt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4016701477306&id=1461507607394895
https://ufonthu.wixsite.com/nthuufoproject
https://nthuintern.weebly.com/20212022526989354982612626371.html
https://ufonthu.wixsite.com/nthuufoproject?fbclid=IwAR1Prci5HRp5wWE0n7p1Fc0UoPUgbhANyKBOVc02dwJQynHZwdxLYZD33pw
https://www.facebook.com/%E6%B8%85%E5%A4%A7%E4%BA%BA%E7%A4%BEufo%E8%A8%88%E7%95%AB-101908014624409/
http://dhss.site.nthu.edu.tw/var/file/393/1393/img/1025/290917904.pdf
http://dhss.site.nthu.edu.tw/var/file/393/1393/img/1025/290917904.pdf
http://faculty.hss.nt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62175827784828&id=254130518589363
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90748,r1561.php?Lang=zh-tw
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90591,r1561.php?Lang=zh-tw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62190624450015&id=25413051858936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31907741624435&id=101908014624409
https://www.facebook.com/101908014624409/photos/a.146076846874192/231845061630703/
https://www.facebook.com/2020%E5%86%AC%E5%AD%A3%E5%8F%B2%E5%AD%B8%E7%9B%83%E5%9C%A8%E6%B8%85%E8%8F%AF-104876917970515/
https://ufonthu.wixsite.com/nthuufoproject/cour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