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論文以「現代性的追求：晚清時間意識之轉變及其意涵」為題，「時間」是

非言語交流中重要構成的部分，具深刻的文化底蘊與獨特交往功能。各民族因生

存環境、謀生習慣迥別，繼而衍生適合、可應用的時間度量單位與方式。今日全

球慣以為用的時間概念，如鐘點時間、星期制與格勒哥里曆法（陽曆），均是西

方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興起以降，日益普及之時間單位，其蘊含精確、效率、合

節、強調工作休憩二分之現代價值觀，暗含與世界同步發展之意義。反之，中國

此古老國度雖本有一套屬於自我的計時方式，卻在鴉片之役（1840）後因西人東

來，及在中國力圖效行「進步」、「富強」之意識驅動下，逐步接納、效法新式時

間。職是，本文以上海一地為觀察視域，分別從社會環境、工廠制度、學校作息

與交通運輸數方面，探窺新式時間之應用、接納與落實，及中國社會其對時間價

值之審思與轉變。 

全文篇章安排如下，緒論主要闡明時間之重要性，及界定本論文之研究方

法、視域與時限取向，以建立完整架構。第二章則分別就中西時間觀之演變進行

爬櫛，及其於社會中之影響。第三章闡述上海一地，溯自開埠以降如何在英僑之

強制管理下，逐步習效鐘點時間與星期之概念，進而檢討中西時間應用之優長。

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就不同場域對新式時間制度之運用，以探求「時間」在中

國竭力趨新效西、追求與世並進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意義。第六章為結論，

闡釋中國在追求現代、強調進步之標的下，新式時間所具備之特殊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