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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電影與當代思潮J1 科目序號/代號 0187 /CDC6945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三)34 /J110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林盈銓 /兼任 畢業班/非畢業班

學制/系所/年班 大學日間部 /共同教學中心 /6年2班

課程簡介與目標

本課程主題為「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開設本課程是為了對台灣的「哈日」現象進行反思。由於曾

受日本統治與地域的相近，台灣產生了許多崇尚日本文化的新舊「哈日族」，但無論新舊「哈日族」都只

觸及了表層，缺乏對日本文化更深層的認識與批判。本課程就是試圖結合時下學子感興趣的「日本文化」

題材與「電影」這一媒介，配合文本閱讀與分組討論，使同學更深入認識日本文化的不同面向，以及其內

在的思想意涵。 本課程的各單元將以「今昔對比」的方式呈現，包含四大單元：（一）愛情今與昔：介紹

日本平安時代的文化、文學與愛情，指出其浪漫愛情觀與現代「純愛」物語的高度相似，及其與日本美學

觀的關聯；（二）武士今與昔：說明從「武士」的出現到「武士道」的形成與變形、興盛與衰落，及其對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當代企業文化的影響；（三）從江戶到東京；說明江戶的庶民文化及消費社會的發展

，其實便是現今日本流行文化的前身；點出當代日本文化「既豐富又貧乏」的特性，探討在經濟與社會的

劇烈變化下，日本人如何面對傳統價值的崩壞及各種社會問題，並藉此回頭反省台灣社會；（四）藝術今

與昔：以日本江戶時代最著名的「浮世繪」與現代的日本電影作對比，探討此兩種大眾藝術的共通性，同

時探討日本電影美學。 希望藉由各單元的安排，使同學了解一個文化的發展，其實有內在的歷史脈絡可循

，這個脈絡是要從文化的深層意涵，即思想層面加以探討的。我們希望同學在學習過程中能得到啟發，藉

以反省自身的文化定位。�

�

    本課程透過四大單元的安排，希望透過各單元達成下列學習目標：�

（一）愛情今與昔：認識日本平安文化及愛情觀，暸解其與現代純愛物語的關聯性，以及日本平安時代所

發展出來的美學觀。�

（二）武士今與昔：暸解武士階級出現的歷史背景，及武士出現後在戰國時代的角色、江戶時期的武士與

「武士道」思想的出現，及「武士道」在明治維新以後到近代對日本的影響，並加以批判。�

（三）從江戶到東京：認識江戶時期大眾文化對今日的影響，對日本當代社會的幾個主要問題有基本認識

。�

（四）藝術今與昔：初步認識日本浮世繪藝術對漫畫的影響，以及漫畫對電影的影響。

課程大綱

1 導言、課程概述：教師介紹及課程規定；以「你的日本印象」為題進行討論，引導同學進入本課程的世界

。�

 2 日本的誕生與平安時代：簡介日本神話，將其與實際的日本史進行對照，說明日本如何逐漸成為一個統

一的國家；接著說明大和政權出現之後，聖德太子及其後繼者學習中國隋唐制度文化所帶來的進步，終於

迎來平安時代的出現。�

 3 平安時代的愛情與文化：討論平安時代貴族開放而浪漫的愛情，以及藤原家專權、王朝文學的興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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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化與美學的形成。�

 4 純愛物語：以現代日本的「純愛物語」對比平安時代的浪漫愛情，討論日本人的愛情觀。�

 5 武士的誕生：武士階級的出現與源平之爭；源賴朝建立幕府，開啟幕府政治。�

 6 日本戰國群像：室町幕府後期威信盡失，日本進入全國動蕩「下剋上」的戰國時代，以戰國時代武田信

玄、上杉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代表性人物的發展概略，說明戰國時代的特色、武士的

生存之道等等。�

 7 江戶時代的武士道思想：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幕府以後的各種措施，及對武士道的刻意形塑與宣揚，造

就了承平時期的「武士道」，並影響後世日本人至深。�

 8 江戶時代的庶民文化：討論江戶城的發展所興起的城市文明、大眾消費，浮世繪等藝術的興起。�

 9 明治維新與「脫亞入歐」之路：十八世紀中列強的叩關導致幕末的動蕩，如?本龍馬等維新志士為幕府敲

響喪鐘，明治天皇掌權並遷都江戶，改稱「東京」，此後日本急速邁入現代，並在維新之後接連打敗中、

俄兩大帝國，企圖「脫亞入歐」。�

 10 軍國主義的崛起與潰敗：介紹「大正民主」及其影響，緊接著的昭和時代不幸將日本帶向軍國主義之路

。�

 11 戰後民主主義與消費文化：討論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的興起，「團塊世代」參與的學運，以及其後投入日

本的經濟發展，讓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一躍而起，在一九八零年代達到鼎峰。�

 12 現代：褪色的家族合照：討論日本傳統家庭價值，在經濟泡沫化後所面臨的衝擊。�

 13 課程總結：總結課程。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無

課程與系所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關連

基礎能力

專業能力

實踐能力

團隊合作

主動學習

創意創新

國際視野

專業倫理

領導管理

信心毅力

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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