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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珍  老師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李淑珍 

 

職稱 教授 

電話 （02）23113040＃4954 

E-mail tree.ssl@gmail.com 

專長領域 
中國近代思想史，台灣當代文化史， 

歐洲近代思想史，現代儒學，歷史教育 

 

二、主要學歷 

  學 位 畢 業 學 校 科系所或主修學門 起 迄 年 月 

博士 美國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歷史研究所 

 

1990-1998 

碩士 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 1983-1986 

學士 台灣大學 
歷史學系 1979-1983 

 

 三、現任職務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台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專任教師 1999-迄今 

 

四、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清華大學 共同科 兼任講師 1986-1988 

陽明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研究員 1998-1999 

mailto:tree.ss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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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教課程 

專門課程 世界史領域 中國史領域 台灣史領域 

1.史學方法 1.人類文明發展史 

2.西洋近現代史 

3.西化、現代化與全球化研究 

 

1.中國近現代史 

2.華人社會與文化專題討論 

3.中華文化經典選讀 

1.台灣文化史 

2.當代台灣文化史研

究 

 

 

六、學術著作 

類 別 學 術 性 著 作 

(A)專書 
1.李淑珍，《東周喪葬禮制初探》，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年。 

2. 李淑珍，《安身立命︰現代華人公私領域的探索與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B)期刊論

文 

1. 李淑珍，〈私領域中的梁啟超〉，《當代》，157 期，2000 年 9 月。  

本文另收於：《東方文化》（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出版），2003 年 2 期，頁 9-23。 

2. 李淑珍，〈「經學式」、「科學式」與「理學式」的歷史詮釋學──近代中國／台灣

史學發展的三個面相〉，《當代》，178 期，2002 年 6 月，頁 32-55。 

3. 李淑珍，〈徐復觀在台灣──兼論外省知識份子在台灣史上的意義〉（上）（下），《當

代》，2004 年 2-3 月；198 期，頁 66-85；199 期，頁 88-105。 

4. 李淑珍，〈全球化了的我在哪裡？──儒家人格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生命

教育半年刊》創刊號，2006 年 12 月，頁 181-203。 

5. 李淑珍，〈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的創造與轉化〉，《新史學》，19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85-149。(THCI ) 

本文另收於：李明輝、丘黃海主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台北：中研院文

哲所，2010 年。頁 163-229） 

6. 李淑珍，〈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論林語堂的二度改宗經驗〉，《新史學》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3 卷，2009 年 12 月，頁 216-264。 

7.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 1950 年代的台灣自由民主運動〉，《思與言》，第

49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號，頁 9-90。(THCI ) 

本文另收於：高瑞泉主編，《自由主義諸問題》（《中國思潮評論》第四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175-234。 

8. 李淑珍，〈台灣思想史上的科月人（1970-2010）〉，《思想》第 19 期，2011 年 9 月，

頁 35-85。 

  另收於：賀照田、高士明主編，《人間思想》第三輯，2015 年 12 月，頁 254-294。 

9.Su-san Lee, “ ‘China’ in Exile: The Case of Xu Fuguan,” in Oriens Extremus, no. 52, 

2014, pp. 105-136.  

10. 李淑珍，〈從李叔同到釋弘一──意義危機時代的信仰歷程〉，賀照田、高士明主

編，《人間思想》第一輯，2014 年 11 月，頁 1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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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討會

論文 

1. 李淑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信仰蛻變──論弘一／李叔同的改宗經驗〉，宣讀

於：中研院中國文哲所主辦，「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研討會，2006

年 11 月 16 日。 

2. 李淑珍，〈小民懷土︰清代台灣農民意識的變與不變〉，宣讀於︰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歷史與地理學系主辦，「史地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0 月 29 日。 

3. 李淑珍，〈《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以徐復觀為中心的考察〉，宣讀於：台灣大

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徐復觀學術思想中的傳統與當代」國際學術研討

會，2009 年 12 月 6 日。 

4. 李淑珍， 〈改造農民：二十世紀台灣農村的政治強制與文化交鋒〉，宣讀於：台

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東亞交涉學會」第二屆年會，2010 年 5 月 8

日。 

5.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 1950 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從徐復觀的角度出發〉，

宣讀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主辦，「社會思潮、文化變遷與中國道路：二十世

紀的經驗」學術研討會，2010 年 6 月 27 日。 

6. 李淑珍，〈台灣思想史上的科月人（1970-2010）〉，宣讀於：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

中心主辦，「理想、啟蒙、奉獻──《科學月刊》在台灣」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20 日。 

7. 李淑珍，〈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教育〉，宣讀於：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

系主辦，「史地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1 月 28 日。 

8. 李淑珍， 〈錢穆與二十世紀港台歷史教育：主題與變奏(1949-1990)〉，宣讀於：

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主辦，「史地研究暨錢賓四先生學術思想研討

會」，2015 年 11 月 13 日。 

9. Su-san Lee, ”In Defense of Chinese Sensibility: Confucian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宣讀於中央大學文學院、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

係、華梵大學共同主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urrent Issues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in the 21st Century，2016 年 6 月

18 日。 

10. 李淑珍，〈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宣讀於：奉元書院主辦，「第一屆夏學國際研

討會」，2016 年 10 月 15 日。 

11. 李淑珍， 〈錢穆與二十世紀港台歷史教育：從繼承到出走(1949-1990)〉，宣讀

於：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主辦，「2016 年台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

2016 年 11 月 25 日。 

12. 李淑珍，〈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蔣介石與胡適的 1949〉，宣讀於：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抉擇」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6 日。 

13. 李淑珍，〈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教育〉，宣讀於：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主辦，

「教科書研究與『中國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9 月 2 日。 

14. 李淑珍，〈冷戰時代的美國與世局——徐復觀觀點〉，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主辦，「東亞冷戰史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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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淑珍，〈港台新儒家的現代中國史論（上）：唐君毅與錢、徐、牟諸家異同〉，

宣讀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新亞書院及新亞研

究所等合辦，「靈根自植之後——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國際學術會

議，2018 年 12 月 7 日。 

(D)專書之

一章 

1. 李淑珍，〈徐復觀論現代藝術 ── 就台灣文化生態及儒家人性論雙重脈絡的考

察〉，收於李維武編，《徐復觀與中國文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頁 544-584。 

2. 李淑珍，〈當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註疏傳統的研究〉，收於黃俊傑編，《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論篇》，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頁 263-304。 

3. 李淑珍，〈現代中國／台灣的歷史意識與自然意識〉，收於黃俊傑編，《傳統中華

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二）》，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

頁 227-252。 

4.Su-san Lee, “Xu Fuguan,” in Antonio Cu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811-814. 

5. 李淑珍，〈天、地、人──台灣土木工程自然觀的演變〉，《台灣土木史專題彙編 1──

台灣土木史與文化資產保存專輯》，台北︰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土木史委員會，

2007，頁 89-121。 

6. 李淑珍，〈從李叔同到釋弘一──意義危機時代的信仰歷程〉，收於：黃冠閔編，《跨

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多元對話篇》（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頁 69-143。 

7. 李淑珍，〈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的創造與轉化〉，收於：李明輝、丘黃海主編，

《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0 年），頁 163-229。 

8. 李淑珍，〈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收於：《夏學論集（壹）愛新覺羅毓鋆百歲晉

拾紀念》（台北：中華奉元學會，2017），頁 57-128。 

  本文書摘亦發表於《奉元學會電子報》第 46、47、48、49 期。 

9. 〈《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收於：陳昭瑛主編，《徐復

觀的政治思想》（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年），頁 425-484。 

10. 李淑珍，〈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教育〉，收於：嚴飛、沈旭暉編，《教科書研

究與中國性》（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待出版） 

11. 李淑珍，〈「劉老師」的台東歲月〉，收於：劉義勝編，《奉元書院志》（待出版） 

 

12. Su-san Lee, ” In Defense of Chinese Sensibility: Confucian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David Elstein ed., Dao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hilosoph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To be published) 

 

 

七、一般性著述 

(A)譯作 李淑珍譯，《古典民主原論》（譯自 Moses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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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巨流 ，1991 年。 

(B)書評 1 李淑珍，.〈六十年代〉，《中國時報》，1998 年 8 月 13 日。 

2. 李淑珍，〈唐德剛三峽史觀宏偉再現〉，《中國時報》，2002 年 10 月 27 日。 

3. 李淑珍，〈年輕人寫的簡明歐洲史〉，《中國時報》，2005 年 1 月 30 日。 

4. 李淑珍，〈魔法學校的歡樂與憂愁〉，《中國時報》，2012 年 11 月 24 日。 

(C)史學散

文/雜著 

   

1. 李淑珍，〈與徐復觀先生對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某日清晨〉，《中國人物季刊》，1︰

2， 1997 年夏季。 

2. 李淑珍，〈春花秋葉 ── 記布朗大學〉，《當代》，135 期，1998 年 11 月，頁 116-125。 

3. 李淑珍，〈四十自述〉，2001 年，未發表。 

4. 李淑珍，〈遙遠的大地〉（農民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南一教學快訊．高中社會

科》，第 8 輯，2002 年 11 月，頁 19-28。 

5. 李淑珍，〈歷史意識與生命教育〉，《宗博雙月刊》，第 44 期，2004 年 6 月，頁 10-11。 

6.〈歷史與自然：劍橋紀〉，《思想》，第三期， 2006 年 10 月，頁 29-58。 

7.〈李淑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大事紀〉﹙插圖版﹚，2006，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

史網 http://archive.tm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8. 李淑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日治時期傑出校友生平事蹟〉，2006，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校史網。 

9. 李淑珍，〈百年回首──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紀要〉，2007，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

史網。 

10. 李淑珍，〈影像百年生活史〉，2007，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網。 

11. 李淑珍，〈台灣現代教育的起源地──校史沿革簡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概覽》，

2008。 

12.〈台灣光復六十五週年專題座談會──台灣光復前後之社會變遷〉（座談會報告），

《傳記文學》，97 卷 6 期，2010 年 12 月。 

13. 李淑珍，〈哈佛耶魯側記〉，《台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電子報》，13 期，2015

年 4 月。 

14. 李淑珍，〈引言──善與綠的腳蹤永不止息〉，收於：陳禮龍，《立志做小的農夫

CEO》，台北：遠流，2017。 

 

八、碩士論文/大學專題研究指導 

學生姓名 論文/專題研究名稱 完成日期 

蔡承叡 臺灣八景演變與旅遊發展（碩士論文） 2012 年 

廖鶴群 論漢晉之際新思潮的三級傳播與流變 2012 年 

官振甫 試論謝雪紅的政治策略及其建構 2012 年 

余明琪    師道照顏色－從章太炎看傳統師生關係與現今師生關係之差異 2012 年 

黃室駿 論張學良與共產黨的關係對西安事變的影響 
 

2012 年 

黃冠智 僧侶與詩人—科學家李遠哲的社會面相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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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聖時 清代時憲曆發展史 
 

2012 年 

溫偉晴 郵驛制度 
 

2012 年 

陳春霓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華文教育的關係—以新山寬柔中學為例 2013 年 

王懿萱 東漢災異以《後漢書》為例 
 

2014 年 

曾昭瑄 非洲戰爭何以持續—以剛果東部戰爭為例 
 

2014 年 

何岫玫 交光互影—攝影與近代政治、藝術的相互影響 
 

2014 年 

涂昌正 試論臺灣文明發展—以閩粵族群移民與荷蘭發展例子觀之 2014 年 

王凱平 從激情對抗到理性包容――雞籠中元祭歷史文化意涵之探究 2014 年 

康瑞麟 最後的鐵幕：北韓面面觀 2014 年 

陳君豪 上古初民世界觀中的循環時序:以中國神話為例 2015 年 

陳姵瑀 東正教與其對俄羅斯社會各階層的影響 2015 年 

洪芳瑩 巫術、獵巫與宗教迫害 2016 年 

張晴雯 十八世紀以降來華傳教士對「孝」的詮釋與翻譯 2016 年 

楊宜儒 西方人眼中的伊斯蘭教 2016 年 

余可柔 張愛玲筆下與其現實生活中的「愛情心理」 2017 年 

許淳喻 黃老政治思想的繼承與轉變 2017 年 

徐聖汶 儒家道德思想在現代台灣的困境 2017 年 

朱怡華 多元文化教育在移民社會的發展—以台灣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為例 2017 年 

黃福民 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紀的昇華 2017 年 

林頌芝 探討台灣實驗教育的發展 2017 年 

余韻柔 教育如何形塑國家形象--以現代以色列為例 2018 年 

王鴻元 
鳥瞰臺灣地方制度變遷之過程— 

以開放「省長直選」到「精省」為例 

2018 年 

吳芮嫻 淺談青年梁漱溟之人生困境 2018 年 

白明珠 面紗下的女性主義—中東穆斯林女性 2018 年 

 

九、特殊事蹟 

名  稱 日  期 

1.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8 十大好書」複審評選  1998 年 

2.台灣大學「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之研究」子計畫主持人 1998-1999 年 

3.世界宗教博物館「生命領航員」之「尊重生命型組織」副召集人 2000-2007 年 

4.中國時報開卷周報「2002 十大好書」評選委員  2002 年 

5.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評審委員 2004 年 

6.世界宗教博物館《生命教育》半年刊編輯委員 2006 年 

7.翰林出版社國民小學《社會》課本諮詢委員 2006-迄今 

8. 文建會「台灣土木文化性資產評定準則研究計畫」顧問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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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國時報開卷周報「2006 十大好書」評選委員 2006 年 

10.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 2006 下半年 

11.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首任校史室主任 2007 年 

12.文建會「文化性資產調查小組」第二任委員 2007 年 

13.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 2008 年 8-9 月 

14.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辦公室「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績優

計畫評審委員 

2010 年 

15.中國時報開卷周報「2010 十大好書」評選委員 2010 年 

16.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績優導師 2010 年 

17. 行政院新聞局第 35 屆金鼎獎圖書評審委員 2011 年 

18. 素書樓講堂「錢穆先生著作導讀講座」主講人 2013 年 

19. 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日本九州特展」代表團榮譽團長 2014 年 

20.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訪問學者 2015 年上半年 

21.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 2015 年下半年 

22.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系級教學優良教師 2017 年 

23. 奉元書院「台灣當代文化史」講席 2018 年 

24. 奉元書院「西洋近現代史」講席 201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