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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  

參加 2012東亞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立體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梁淑芳助理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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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東亞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由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暨國際儒學院主

辦，台灣師範大學國際儒教學院、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儒

教文化研究所協辦。與會學者除了台灣、大陸，還包括日本、韓國、馬來西亞、越

南、加拿大，共發表四十二篇論文、四場專題演講，內容相當豐富，只要有心，所

有與會者皆可滿載而歸。 

筆者全程參與本次研討會，且發表一篇拙論：〈錢穆之靈魂觀與不朽論析評〉，

和學者們進行多方交流。經過本次學術會議，筆者頗有所獲，心得包括：一、與會

學者來自多個不同國家，顯示出地球村時代早已來臨，從事儒學研究，日語、韓語

的閱讀能力有某種程度的必要性，語言的充實必能為學術研究開闢另一視窗。二、

東亞儒學的領域寬廣，舉凡經學、思想、版本學、校勘學、宗教學、比較學等，均

屬可發揮的議題。「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在學術會議上得以認識不同國家、

不同研究領域的學者，透過研究者的相互交流，切磋琢磨，可以激盪出智慧的火苗，

每一位論文發表人都可以藉此改善論文的品質，就此而言，研討會的意義值得肯定。

三、筆者藉此機會獨自參訪上海博物館，期能為本校體育博物館帶回多元的思維模

式，在詳觀其空間設計與視覺傳達的運用巧思之後，筆者獲益良多，這是參與本次

學術研討會的額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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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參加「2012東亞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中瞭解目前東亞地區學者關於儒 

學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 

二、提出個人對新儒家的研究心得，虛心接受學者們的指教。 

三、參訪上海博物館。 

 

貳、過程 

一、赴會行程與會議背景說明 

本人於 9月 14日下午偕同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台灣師大、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之學者們，搭乘長榮航空，由台北松山機場直飛上海虹橋機場。出關後由

大會安排，搭乘接駁巴士，直奔桂林路上的維也納國際酒店，辦理入住手續與大會

報到。當晚主辦單位舉行晚宴，歡迎學者們不遠千里而來，揭開學術會議的序幕。 

本次會議由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石立善教授發起、籌畫，預計往後能由台灣、韓

國、日本的大學輪流承辦，強化國際間的儒學交流。 

 

二、大會議程與過程 

為期兩天的學術會議，同一時間分為 A、B兩組場地，共計四十二篇論文、四

場專題演講，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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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9月15日）開幕式，地點在上海師大國際會議廳，由校方、與會的各國

學者派代表致辭，緊接著有三場主題報告，分別是「從終極關懷論儒家的宗教倫常

──古代與唐君毅」（潘朝陽主講，台灣師大東亞系教授兼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

「關於18－19世紀朝鮮性理學心學化傾向的考察」（崔英辰主講，韓國成均館大學

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長）、「論吉田篁墩《論語集解攷異》中的校勘」（水上雅晴主

講，日本琉球大學教育學部准教授）。潘朝陽院長首先談論基督宗教和佛教對「終

極關懷」的詮釋，再論古代經典對「終極關懷」的詮釋，最後提出當代新儒家唐君

毅的宗教倫常觀；崔英辰所長講述18世紀在畿湖學派的洛論中，出現心學化傾向，

以韓元震為代表；19世紀以退溪學說為宗旨的嶺南學派也出現了心學化的傾向，其

代表理論就是寒洲李震相的「心即理說」。水上雅晴教授則針對吉田篁墩對《論語

集解攷異》的校勘，提出篁墩運用慧琳《一切經音義》引述佚書佚文、運用《音義》

指出經注異文、運用《一切經音義》所引典籍作成校語的報告。 

午宴之後，下午開始分為 A、B兩組場地，進行密集的論文發表、主持人點評

與答疑。筆者的論文發表安排在B組的第一場，本場次的論文集中在對當代新儒家

牟宗三、錢穆、唐君毅的討論，共有五篇論文，五位發表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台灣大學哲學系杜保瑞教授，他以牟宗三討論蕺山學的意見做反思，杜教授認同

牟先生主「歸顯於密」來定位蕺山綱領，但對「以心著性」來定位蕺山綱領，卻不

認同。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胡元玲教授，談起在新加坡留學的經驗，讓她接觸到

佛教，近幾年著重於新儒家的研究議題，因此才嘗試將梁漱溟的「自覺」與藏傳佛

教的「菩提心」做比較。 

會議中間有二十分鐘的茶歇，B組的第二場，論文主題偏向朝鮮和日本的學派

討論，共有五篇論文，五位發表人。其中台灣大學中文系蔡振豐認為朝鮮後期儒學

的發展與日本古學派的傳入應有相當的關係，經由見識日本古學之風行及文學之進

步，使朝鮮士人意識到對外貿易、交流以及學術多元化的重要，因而使朝鮮儒者逐

漸擁有東亞的視野，以思考其國家與學術發展的前途。在這種時代變革中，由於丁

若鏞能看到日本古學及中國考據學的優、劣之處，也能反省性理學的侷限，從而對

朱子學進行修正，使得他能為朝鮮儒學再創新局，完成融合中國漢學與宋學、接合

禮樂刑政之學與性理之學的基本理論。上海師範大學哲學院的石立善教授，認為日

本江戶時代刊刻了大量的中國儒家典籍，這些刊本對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普及、研

究方面起了重要作用，與中國本土刊本相比，江戶刊本各具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石教授先談版本的價值，再談江戶刊刻的一些儒家典籍未受中國本土重視，卻在日

本或朝鮮多次刊行，得到廣泛閱讀，詹陵的《異端辨正》就是個典型例子。石教授

接著談校勘的價值與鑑別的重要。 

B組的第三場，主題為儒學與宗教間的會通，共有五篇論文，五位發表人。台

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張崑將教授的《日韓儒者的儒耶會通與諍辯之比較》，得出結

論為：日本近代甚關切「忠孝大倫」，加上本有「敬天」的神道傳統上，本與耶教

的「天主」或「上帝」格格不入，即便明治維新有短暫的宗教開放自由，但仍無法

跳脫《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臣民身份，故其排耶的程度上愈來愈嚴厲，愈走愈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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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回到德川初期禁教的氛圍，而其禁教理由又與「神國佛國之敵人」之論何其相

似，只是「佛國」已被取消，「神國」已然獨尊。反觀邁入近代的朝鮮，則愈來愈

從「排耶」到「容耶」甚至到「信耶」，比李星湖時代的「容耶」更為積極與開放，

這當然與朝鮮的君權愈弱、政教愈形分離，而斥基督教為異端的儒教在富國強兵上

擔不起救亡的任務息息相關。故近代在朝鮮耶教與獨立運動結合，擴及為「民眾神

學」，此何以日韓基督教比例懸殊的主因之一。王恩美教授的〈朝鮮末期中華秩序

的破壞與知識階層對基督教態度的轉變〉，提出以下觀點：中國、日本與朝鮮三個

國家中，唯有朝鮮出現知識階層廣泛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現象。日本是首先以國家力

量引進西方文明的東亞國家。對日本的知識階層而言，並不需要透過基督教吸收「西

方文明」。中國知識階層的基督教階層接受度也相對較低，許多知識階層反而是成

為「反基督教運動」的核心力量。這是因為受西方基督教國家侵略，形成半殖民狀

態。換言之，西方基督教在中國被視為是一股壓迫力量，基督教較難被認同是拯救

國家的力量來源。但在朝鮮，中國與日本是壓迫國家自主的主要外力，西方國家反

被視為是協助朝鮮自主的勢力與文明管道，因此在朝鮮基督教被知識階層視為是一

股足以拯救國家的重要力量。 

第二天（ 9 月 16 日）依舊分為 A、B 兩組場地， B 組的論文主題乃越南、馬

來西亞的儒學與宗教。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的阮玉詩教授在〈越南南部文化中的

儒家倫常觀念之變遷〉，認為南部是越南的特殊文化區，傳統的越南倫常觀念是「忠

君─愛國」、「民間明哲─儒學並存」、「陰性化趨向」、「走向和諧狀態」，而在越南南

部，傳統封閉村莊式的社會連結體系被整體性地破壞了，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

全面來看，南部文化中的儒學因素很褪色，其結構幾乎被全國打破了，逐漸走向重

義輕才。在儒家價值嚴重下降的背景下，南部人逐漸大方地接受外來文化元素，同

時也靈活地採取非正統的謀生方式。當前南部人很容易改變生活，容易移居，不斷

尋找更美好的生活環境。馬來西亞富貴愛心基金會的胡春依教授在〈馬來西亞一貫

道與儒學傳播〉指出，一貫道之「道」，亦代指性、理，一貫道認為此是返本歸根的

唯一途徑，而「理天」則是萬物萬類的神聖空間，是逝世後所欲回歸的根源地。此

一信仰為「求道」（得一）可以返本歸根，回到終極理天，而能夠傳授此「道」者，

唯有「天命」之明師，無「天命」者所傳之道，皆無法使人返回理天。因此，一貫

道之道義，追本溯源，實是一套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系統，再加上其後以儒

家心法「修道」，鼓勵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儒家倫理道德，以淨化人心。因此，其教義

在極度渴慕中華文化之根的馬來西亞華人社會中，很輕易地便獲得了極大的支持。 

中間安排二十分鐘的茶歇之後，由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林慶彰教授進

行第四場主題報告「民國時期的中國經學史研究」，林教授依照年表將民國經學史分

期，鉅細靡遺地逐一介紹概況，提出經學史研究的侷限，且介紹目前正著手的「民

國以來經學之研究計畫」，第一階段是民國時期（1912─1949），著重在民初經學與

晚清經學的關係、國故整理運動、西方新方法對經學研究的影響；臺灣受日本統治

五十年，經學研究也有些成果，但大多不為人知，特附於這一階段一起研究。第二

階段是國民政府遷臺時期（1945─2004），這五十多年間是經學最穩定發展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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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日治時期以後經學研究的重新出發、西方詮釋學在經學詮釋的應用及其侷

限。第三階段是新中國時期（1949─2004），著重在文化大革命對經學研究的影響、

馬克斯思想在經學研究的應用、經學研究如何逐漸恢復的動力等，此一階段是經學

遭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段，也是經典研究馬克斯化的時段，也是經學研究者最應深

入思考的時段。 

 

三、論文發表內容與重點摘要 

本次國際學術會議，筆者發表的論文為〈錢穆之靈魂觀與不朽論析評〉，其內

容與重點，摘要如下： 

錢穆著作等身，而其作品幾乎都以中國文化和中國歷史的論述、闡揚為重心，就其

學術思想來看，以傳統儒家為主，而又講究實證，充滿己見，謂為近代中國的一流

學術家，的確實至名歸。不過，錢穆的思想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不容諱言也有

較為拘執的一面。本文研究錢穆的靈魂觀與不朽論，發現錢穆以治理文獻的態度來

看待西方哲人的靈魂思想與宗教上的靈魂觀，在其「西方思想有關倫理方面的成績

不如東方」的前見引導之下，謂靈魂之說純屬想像，這是以純學術尤其是客觀文獻

的問題，來討論宗教的問題，這樣會與哲學上與宗教上的靈魂觀形成兩條終究無法

交集的平行線路，似稍可惜。另一方面，錢穆的不朽論源自中國的傳統經典《左傳》，

所謂立德、立功、立言之三不朽，本為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在他的論述之下，這樣

的思想意含顯得更為豐富有據，對於現代讀者的正面引導、鼓舞也具有深刻的作用，

這是錢穆學術思想的貢獻之一。 

    台灣大學中文系蔡振豐教授提醒筆者對於西方倫理學之運用，應多加留意，筆

者虛心接受蔡教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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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右二筆者發表論文 

 

四、其他參訪行程 

學術會議在第二天（9 月 16 日）的中午結束，到了第三天（9 月 17 日）是與會

學者離會，筆者運用此機會，前往位於人民大道旁的「上海博物館」，參觀了中國古

代青銅館、中國古代雕塑館、中國古代陶瓷館、中國歷代書法館、中國歷代璽印館、

中國歷代繪畫館、中國少數民族工藝館、中國明清傢俱館中國古代玉器館。 

由於本校的體育博物館正在籌畫開館首展，筆者留意著上海博物館的空間設

計、多媒體影音設備、紀念品區的擺設，其中值得本校參採之處，譬如：展區的燈

光是用「感應式」管控效果，平時僅開一盞小燈，有人靠近時，其他燈光才會逐一

開啟，這種設計可保護文物，也可節省電源；「導覽系統」是採取戴耳機的多國語言

導覽，可減少志工的人數與負荷；紀念品區則挑選館內代表性的文物，複製成一些

實用性的物品，像是手提包、手機袋、鑰匙圈等；上海博物館尚有一個空間設有咖

啡廳，供遊客休憩之用。上述內容均值得本校的體育博物館借鏡參考。 

 

參、心得與建議 

平心而論，本次學術會議所發表的論文，其質與量都達到一定的水準，如同台

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林慶彰教授所言：「這次學術會議非常成功，我打了九

十五分，同時承諾由中央研究院協助正式出版這次的論文。」確實，筆者在三天兩

夜的活動裡，深深感受到各國學者在舉止、談吐、修養上的溫文爾雅，給人如沐春

風的感受。 

關於本次會議，筆者的心得與收穫簡述如下： 

一、與會學者來自多個不同國家，顯示出地球村時代早已來臨，從事儒學研究，日

語、韓語的閱讀能力是必要的，語言的充實必能為學術研究開闢另一視窗。 

二、東亞儒學的領域寬廣，舉凡經學、思想、版本學、校勘學、宗教學、比較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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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可發揮的議題。「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透過中外學者的相互交流，

切磋琢磨，可以更全面地認清楚自己論文的缺失，從而亟思改進之道。藉由此

次會議，筆者認識了幾位來自異地的同道，因討論辯難而激盪出智慧的火苗，

筆者深感獲益良多。 

三、筆者藉此機會獨自參訪上海博物館，觀摩其空間設計與視覺傳達，希冀為本校

體育博物館帶回多元的思維模式。目前此一期待並未落空，這可說是筆者參與

此次學術會議的一個額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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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大會現場 

 

附錄二、出席會議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