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文化研究 Political Culture Study   2221101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政治文化研究，以文本研究（Library Study）为主要方法，包括了历史学、社会文化

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相关内容。课堂采用研讨会（Seminar）形式，由教师首讲概

论，提示论题并指导选题，各讲由该选题的同学主讲、共同讨论；各讲的主讲者提交课程报

告纲要，学生期末提交研究报告。 

 

课程英文简介: 

It takes Library Study as the main method as for the study o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is curriculum, it 

includes relate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ontent, such as historical science,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etc. The form of Seminar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lass. 

 

教学目标: 

1） 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学（不同人文学脉络传统和当代政治科学的该分支理论和方法）

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嬗变。 

2） 通过经典阅读、议题研究及研讨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政治人类学、政治文化论的基础

理论和研究方法，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2020 年课程讲授与研讨要点: 

1）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面临三重挑战，现代法治社会政治文化建构课题； 

2） 范式转换的解构与建构：政治文化、文化政治与后人类生态政治文化。 

3） 治理技术、科技（生命科学、AI，脑机对接）伦理与当代世界新“政治文化”； 

4） 科学革命结构与范式系统，赛博学·后人类范式的“文化政治” 

 

教材·文献: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迈克尔·布林特 (Michael Brint)：《政治文化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91] 

 

阿尔蒙德 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72] 

Baldwin, E.,Longhurst,B.,Smith,G., McCracken,S. and Ogbarn,M.,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2002] 

阮云星 韩敏主编:《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1996]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62）1996] 

弗朗西斯·福山《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2002] 

马克·格雷尔姆 威廉 H.达顿：《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2014] 

雷·库兹维尔：《奇点临近：2045，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005]  

阮云星, 高英策, 2020. 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J].开放时代(No.289) 

拉内·韦尔斯莱夫《灵魂猎人：西伯利亚尤卡吉尔人的狩猎、万物有灵论与人观》，商务印书馆，2020[2007] 

 

 



 

东亚政治与社会研究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2223100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研讨东亚的日本、中国的政治与其各自社会/文化的关系。研讨的重点是当代日本的

个案；主要内容有：1）东亚政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逻辑；2）战后日本社会变迁和政治外交

变动的一般过程和特征；3）近代日本的自我认识与中国认识；4）日本社会的纵式原理；5）

当代日本宗教与政治；6）现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与文化政治；7）安保法的实施对东亚及

世界和平主义进程的影响；等。 

 

课程英文简介: 

This course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relevant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st Asia (Japan, and China). The key point of the discussion is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and knowledge of contemporary Japan. 

 

教学目标: 

1） 了解东亚（日本为主要对象）政治与社会文化的互嵌关系，研习有关（政治人类学/社

会学等）学说。 

2） 通过经典阅读、议题研究和研讨训练，初步习得见微知著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能力。 

 

2020 年课程讲授与研讨要点: 

1） 地理东亚与文明东亚之张力，“东亚命运共同体”学理建构挑战； 

2） 日本的政治与文化：“纵式社会”、“精英治理”、“匠人精神”及其变容。 

3） 当代学术生产之日本：科技人类学与赛博格研究检视； 

4） 试论反转的“二次元”：污名“御宅”与“酷日本”ACGN 

 

教材·文献: 

阮云星 韩敏主编《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1997]  

 

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970]  

鸟越皓之《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93]  

西奥多·C·贝斯特《东京邻里》，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1980s]  

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 

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2016]  

Clynes M. and Kline N.,“Cyborgs and Space”,Astronautics,September,1960, pp.26-27, 74-76. 

Kubo A.. Technology as Mediation: O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and Living with the "AIBO" 

Robot, Japanese Review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 2010. 

山本一成《你一定爱读的人工智能简史》，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2017]  

科技前沿报道：赛博格技术改变人类（NHK special）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I4OTI2NzQ4.html 

阮云星,高英策,贺曦,赛博格隐喻检视与当代中国信息社会[J].社会科学战线(总 295期),2020/01: 30-37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I4OTI2NzQ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