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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補助學術活動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108 年  11 月 22 日 

 

  

活動/計畫類別 

□研究團隊    □舉辦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鼓勵新進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邀請國際傑出教學

及研究人才 □其他                    

申請人姓名 涂艷秋 執行單位 中文系 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  □碩士生  

活動/計畫執行期間 108.10.15~108.10.23 活動地點 

百年樓三樓中文系會議

室 

活動/計畫名稱 

（中文）2019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池田知久教授 

（英文） 

成 果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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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摘要 

(一) 公開演講報告 

1、活動主旨 

王夢鷗教授一生講學七十年，自 1956年起任教於本系，1979年榮退，培

植後學無數，望重士林，並以文藝美學、文學理論、小說校釋等專著和論文馳

名學界文壇，深受敬仰。據林明德教授統計，王夢鷗先生的著作有專著三十

種，論文九十三篇，為學術界留下珍貴而豐富的遺產，可以說，王夢鷗先生不

僅是政大中文系的資產，更是學術界的資產。正因為「學術」最能概括他一生

的貢獻與成就，因此本系決定以「學術講座」的形式來表達紀念與緬懷之意，

並彰顯王夢鷗教授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自 2005年起設立「王夢鷗教授學術講

座」，計劃每年邀請一位國內外著名學者蒞臨主講，舉行了三場公開的學術講

演，已經陸續邀請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

和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傅熊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莫礪鋒教授、美國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王德威教授、威斯

康辛大學東亞系倪豪士教授、香港教育學院院長陳國球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丁邦新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陳引馳教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

語言文化學院田浩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商偉教授、香港理工大

學語言與認知科學王士元講座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李惠儀教授蒞

校講座，獲得學界熱烈地迴響與肯定。今年預定邀請池田知久教授擔任主講

人。 

池田知久教授為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高知大學、歧阜大學、東京大

學、大東文化大學，2003年則獲聘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並曾擔任中國出土資

料學會會長、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東洋學研究聯絡協議會會長、東方學會常

務理事兼東京支部長、中國社會文化學會會長、日本周易學會會長、日本中國

學會顧問、中國出土資料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學術聲望崇隆，研究成果豐碩，

實為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傑出學者。 

2、講者介紹 

池田知久教授為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畢業（1998），自 1969年起先後於高知

大學、歧阜大學任教，並於 1980年起於東京大學執教，至 2003年獲聘為東京

大學名譽教授。另池田知久教授亦曾於 2003-2014年間分別任教於大東文化大

學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並於 2007年時獲聘為山東大學名譽教授。此

外，池田知久教授亦曾接任中國出土資料學會會長、中國社會文化學會理事

長、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

長、東洋學研究聯絡協議會會長、東方學會常務理事兼東京支部長、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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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會會長、日本周易學會會長、日本中國學會顧問、中國出土資料學會名

譽會長等重要職務，可見其享譽國際和其學術地位之穩重。 

3、場次安排 

演講地點：政治大學百年樓 330309中文系會議室 

第一場 

《老子》的哲學——形而上學、存在論以及萬物生成論 

時間：10月 16日（三）14：10至 16：00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第二場 

性三品說的形成與展開——圍繞人本性的平等和不平等 

時間：10月 18日（五）10：10至 12:00 

主持人：林麗真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第三場 

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 

時間：10月 21日（一）10：10至 12:00 

主持人：徐興慶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二）講綱提要 

(場次一) 

《老子》的哲學——形而上學、存在論以及萬物生成論 

時間：10月 14日（一）10：10至 12：00（因故延期至 10/16下午 14：10

舉辦）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講綱： 

認為《老子》無哲學思惟，即使有也很貧乏，這樣的見解曾經被提倡，時

至今日仍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力。這種見解中的「哲學」一語，雖然因人而

異，但眾所周知，「哲學」之語詞是西方傳統的 philosophy的譯語，誕生於江

戶晚期－明治初期的日本。鑑於這一原委，很顯然，我們在討論「哲學」之有

無的時候，最應當重視作為最早形成概念的 philosophy。 

持有《老子》中並不存在這種內涵的哲學這一見解的代表人物，可以津田

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その展開》為例。津田氏在此書第二編的「《老子》的思

想」中說道：「《老子》中 並無富有與形而上學式的、或說是哲學的思索有幹之

處。……總的說來《老子》論說其思想之根據之處極為曖昧，可以說幾乎沒有

關乎此根據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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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田氏否認了《老子》中「形而上學」、「哲學」的存在，即否認了成為其

思想之根據的思惟的存在。而實際上這樣的見解，不僅無法把握《老子》的思

想，也根本無法把握連同《老子》前後的戰國時代，乃至西漢時期思想史栩栩

如生的動向。我者認為，《老子》具備在上述意義上可以稱為「哲學」的思惟。

詳細的內容將在講演中論述，這裡暫時省略其介紹，但以上這樣的《老子》哲

學否認論，在今日應作個了結。 

 

(場次二) 

性三品說的形成與展開——圍繞人本性的平等和不平等 

時間：10月 18日（五）10：10至 12:00 

主持人：林麗真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講綱： 

「性」的思想在中國，即用「性」這一詞語來進行諸思想，是對「人本來

是何種存在者」這一論題的中國方式的質疑和解答。自春秋晚期的孔子以來，

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論題之一。 

原來中國的「性」的思想，可以說是圍繞人「性」究竟「善」還是「惡」

這種評價問題被討論下來了的。戰國時代的儒家孟子「性善說」和荀子「性惡

說」，就是其代表。不久，到了西漢時代，從這種討論中登場了所謂的「性三品

說」。它就是人誕生時，每個分別稟受「上品之性」、「中品之性」和「下品之

性」的「三品」這種理論。 

在這次講演中，我想在自春秋晚期乃至唐宋時代的一千五百年間，從中國

的「性」的思想的發生起，集中到「性三品說」的成立、展開和消滅這一點

上，來討論此理論的歷史和意義。 

 

(場次三) 

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 

時間：10月 21日（一）10：10至 12:00 

主持人：徐興慶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講綱： 

在這次講演，我想要論述包括我自身在內的、在近代日本（尤其是在近代

東京大學）的中國哲學研究之誕生和歷史等諸問題。因為，我對於「中國哲學

研究」中的「哲學」這個論點或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想要思考在近代日本的

中國思想研究的傳統和新發展。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化水準處於停滯的、萎縮的、不健康的時期，那麼之前的

文化構造就會像巨石一樣壓下來。有時這塊石頭會越來越重，甚至國民想在其

重壓下稍稍喘息都變得十分困難。這樣一來，國民會秉持許多故步自封的舊有

的觀念，難以從中掙脫，這意味著國民本身就變成了重石，甚至變成化石。相

反，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化處於前進的、成長的、健康的時代，那麼每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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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之前的文化構造有飛快地突破。 明治維新(1868-1912年)以來，日本對於中

國思想、東方思想研究的發展歷程，如果集中於「哲學」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內

涵、或者以「哲學」為切入口加以分析的話，概言之，可分為以下五個時期或

者類型。即，第一、明治維新政府對於「哲學」的移植；第二、儒學、漢學的

畸形復活與「支那哲學」；第三、作為學術研究的「支那哲學」；第四、代替

「支那哲學」的框架探索；第五、新的嘗試——「中國思想文化學」、「東亞思

想文化」。 

（三）受邀請人來訪在臺期間學術活動 

除三場公開演講外其他行程敘述如下： 

1.10月 22日與本系林啟屏教授前往臺大黃俊傑教授工作室拜會，進行學術交

流。 

（四）參與活動人員列表 

10月 16、18、21日：每日約 95人 

池田知久 林啟屏教授 林麗真教授 徐興慶教授 陳劍教授 

鄭雯馨教授 周志煌教授 張其賢教授   

葉汝駿 程家慷 錢思宇 郭哲驊 張易生 

詹珮蓉 郭滿滿 馮浩 陳郁 嚴玉翔 

謝佳瀅 王珺瓅 郭曉宇 許維中 李山峰 

蘇子齊 沈柔妡 林雅妍 王曉霖 蔡鎧婷 

何家榮 洪邵祺 張宗斌 阮氏荷安 劉純秀 

楊凱雯 李婉睿 張曉紅 林津羽 莫修齊 

高亞南 陳佳榮 宋進安 劉善城 陳芝璉 

李燕欣 王品卉 林品妤 蕭麗紅 李家企 

蔡佩盈 張婉瑤 許從聖 林禹暘 劉思妤 

張雅婷 陳韻安 沈欣柏 黃怡雯 鍋島亞朱華 

林世賢 吳華宇 林芷欣 吳曉昀 郭美吟 

胡誠 黎秉一 陳美慧 王潤農 王慧 

李品逸 李姿妤 洪儷芸 張又壬 陳韋溢 

黃庭頎 徐平 李福荃 陳祈佑 王志浩 

陶雲舟 曹姮 黃婉儀 劉曼 向思怡 

謝忠晟 劉玉鳳 李學明 黃琮軒 汪菡 

李松駿 盧翊豪 施柔妤 秦乙瑞 尹相琨 

陳南希 闕河仰 Henry Lin 黃怡婷  

陳映筑 金孟翰 林家如 萬鳳屏  

廖方瑜 莊紫雲 紀月慧 張宗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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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本次講座將另出版演講紀錄專書，以下僅為簡要記錄。 

1.第一場演講 

本次演講，分成三個部分：形而上學、萬物生成論、存在論。 

一、 形而上學 

以「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萬物」、「道不為人所能把握」、「道無名」、「以

無名來把握道」四個部分說明道是超越了萬物的終極性本源，並且指出道自身

就是最為本源性的存在。透過無名把握道，而人通過對道的把握，把主宰性收

歸於自己手中。 

二、老子的萬物生成論 

分成兩個部分：「始源的『道』生出『天地』『萬物』」、「萬物生成論和退步

史觀的結合」。要注意的是生出萬物的過程沒有發現自然的思想，也就是萬物無

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出。另外，以「反弱無」說明逆說式的辯證方式、思考方

法，是老子的特色。 

三、老子的存在論 

分成兩個部分：「從道之虛靜生出萬物」、「『萬物』得『一』而存在」。 

說明道是與實有的盈滿的萬物相反的，道是超越性終極的本源。而老子三十九

章所說的，出現了多個一，與目前所見的道是同樣的內容。 

2.第二場演講 

本次演講關係到人性論。在春秋晚期至唐宋時代的一千五百年間，從

「性」的思想之發生起，集中到「性三品說」的形成和展開，討論此理論的歷

史和意義。 

一、 戰國時代 

性的思想，人性究竟是善是惡，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

一。而戰國時代開展了新的思想。像是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而荀子

的思想成了法家的理論根據。但不管是性善還是性惡，人人都是同一條起跑線

(善或惡)上出發。此時，實現善和學習修養的主體是人人都有的。 

二、 漢代 

漢代發生了變化，實現善和學習修養的主體直指上位的君主。例如《淮南

子》、《春秋繁露》、《論衡》等等。引用《論語》的〈陽貨篇〉為理論根據，人

被分成上智、中人、下愚三等。而一般民眾已經不是實現善的主體， 而是客

體。 

三、 唐代 

唐代的「性」已經參雜了佛教(佛性論)和老子(道性論)的思想，不再和孔

子完全相同。韓愈為了對抗佛老，追索儒家經典，將「性三品說」和「情三品

說」結合。而韓愈的弟子李翱不同於他的老師，提出了〈復性說〉又開始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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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性」人人平等的可能，打開性三品說限制的僵局。 

四、 宋代 

程頤以「為學之道遂失」，對漢代到唐代學者的進行強烈的批判。朱熹在

《中庸章句》釋文中「下愚不能無道心」，解開了漢唐以來性三品說的束縛。而

漢唐以來的性三品說也就到了謝幕退場的時候了。 

3.第三場演講 

本次演講，分成五個部分：明治維新政府對於「哲學」移植、儒學、漢學

的畸形復活與「支那哲學」、作為學術研究的「支那哲學」、代替「支那哲學」

的框架探索、新的嘗試─「中國思想文化學」、「東亞思想文化學」。 

 

一、明治維新政府對於「哲學」移植 

1872開始把 philosiphy作為哲學使用，對中國思想研究展開了批判。近

代化、西歐化的作用，1882頒布了學制的問題。明治五年，寺子屋、藩校、私

塾被關閉。漢文做為一個學科被否定了。1877東京大學的設立，1882前後對其

開化主義的文教政策進行了修改。而第一期畢業生井上哲次郎先生留歐學習哲

學後，要求國內的儒學家要科學。研究王弼、老子等，並為唯心論哲學立下了

汗馬功勞，以哲學框架做中國儒學的框架也興盛了起來。 

 

二、儒學、漢學的畸形復活與「支那哲學」 

到了明治政府，對儒學進行畸形的復活，用以對付開化主義、歐化主義過

激的自由民權運動。 

1879 元田永孚以道德風俗的敗壞為由，重振儒學基礎。 

1886 明治天皇視察帝國大學，要求培養高等人才的大學裡，修身課程也必

須以儒教道德為根本。強調忠孝一致，否定易姓革命，作為應對自由民權運動

的對策。老師認為是扭曲畸形的方式復活儒教，也是支那哲學  東洋哲學的悲

劇。 

 

三、作為學術研究的「支那哲學」 

這個時期的終結可以放在戰敗的時候，此時還沒有餘力對中國思想進行深

刻的玩味，無法將方法具體化，作深刻的思考。支那哲學講座(1904)距離哲學

移植進來已經有三十年了，學者已不再像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那樣，聽政府的

話。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 為據點，出現了一批新瑞的學者。他們的研

究更加客觀，更有學術性。主要發表在《東洋哲學》雜誌上。並建立一個能和

西方哲學並肩一個新的哲學研究，研究方法、組織體系。只是這一體系的摹本  

依然是西方哲學。 

 

四、代替「支那哲學」的框架探索 

此時期為 1945到 1993年，這時已逐漸淡忘「philosiphy」是從西方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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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必須找新的東西代替哲學來研究中國思想。隨著戰後思想解放，中國思想

的研究也出現了各種主義。像是存在主義、唯心主義、唯物主義等的研究。 

 

五、新的嘗試─「中國思想文化學」、「東亞思想文化學」 

以東大的嘗試為例，在 1994、1995改革取得的成果。標誌著上時期的結

束，第五時期的開始。東大作為培養學者為中心的大學院，而東亞細亞、東洋

史學等科目主要內容是中國歷史，徹底客觀的中國思想文化學。但這已經是二

十年前的改革，這些改革，尚不能自信滿滿。期待接下來新葫蘆裡能裝進怎樣

的美酒。 

 

三、心得報告 

此次池田知久教授講演的三場講座活動，舉辦得相當成功。池田知久教授

專長於中國思想與出土文獻之研究，學術著作深入而有創見，對於中國思想領

域之研究，具有高度的影響力。此次，「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特別邀請池田知

久教授擔任主講人。講題內容分別涉及老子哲學思想、人性論中的「性三品」

說，以及近代日本中國哲學的研究。 

基本上，池田知久教授的研究建立於嚴謹的文獻基礎上，因此除了重視哲

學「概念」的研究之外，更注意文獻脈絡的清理。其中，《老子》學說是否具有

形而上的哲學思維？或有異說。但池田知久教授從細密的文獻考察與概念分析

中，確認老子思想的哲學性。此外，戰國諸子人性論的爭議，在邁入漢代之

後，並未消歇。「三品說」的出現，涉及了人性是否平等的理解。池田知久教授

在本次的講座中，針對此一人性論的根本性議題，提出觀察。最後，來自於西

方文化的諸多挑戰，是近代東亞各國的共同命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更是

在許多的「概念」層次，受到西學的撞擊性影響。其中，何謂「哲學」？何謂

「中國哲學」？在在成為中國思想研究學者的重大課題。池田知久教授針對此

一近代學術問題，展開穿透性的分析。 

因此，池田知久教授的來訪，這對學生的學習有益，也對於老師有所啟

發。 

 

四、建議報告 

  此次池田知久教授參加本校王夢鷗學術講座，受限於經費及時間因素，本系

舉辦三場公開演講、三場演講後之餐敘，此外則無其他與本校師生互動之機

會，故稍感可惜。本系日後仍秉持推動學術深度交流之初衷，爭取更多經費與

時間，使海外傑出學者能與本校師生有更多切磋之機會，至祈  貴處繼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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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聯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聯結…) 

https://chinese.nccu.edu.tw/adplay/adplay.php?Sn=85 

 

  

https://chinese.nccu.edu.tw/adplay/adplay.php?Sn=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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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圖片解說：中文系林宏明教授致贈池田知久教授老師紀念品 

 

 

圖片解說：第一場講座主講人池田教授、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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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解說：第二場講座主講人池田教授、主持人林麗真教授 

 

圖片解說：師生報名講座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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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解說：第三場講座主講人池田教授、主持人徐興慶教授 

 

 

圖片解說：主講人池田教授演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