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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第七屆道與德學術研討會─追隨德行與涵養美感 議程表 

110年 10月 22日(五)      

09:00 

｜ 

09:10 

中國文化大學大典館 4樓、線上報到 

場

次 

                        A會場（頻道） 

09:10 

｜ 

09:20 

開幕式：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黃藿前院長  主持、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王俊彥院長  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何畫瑰主任  致詞 

場

次 

A會場（頻道） B會場（頻道） 

主

題 

A1想像與建構(一) B1先秦哲學當代反思(一) 

09:20 

主持人：吳豐維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陳佩君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 

10:50 

發表人： 

1. 何畫瑰(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系教授兼系主任)：Mimetic 

Images in Plato’s Cratylus: 

The Role of Convention in 

Language and Art 

 

2. 林斯諺(東吳大學哲學系助

理教授)： In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 Imaginist 

Approach 

 

3. 李雨鍾(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博士後研究員)：一種

具有自我批判性的情感政

治─重構漢娜鄂蘭思想中

的品味、想像力與判斷 

 

發表人： 

1. 譚宇權(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孟子哲學的現代詮釋與

反思─以楊澤波的《焦點澄明-

牟宗三儒學思想中幾個焦點問

題》為討論中心 

 

2. 周貞余(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定州竹簡《文

子》與帛書《黃帝四經》之比

較研究——以「道」、「無為」、

「不爭」為視點 

 

3. 廖昱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

候選人)：《莊子》與「自由平

等」—從章太炎與汪暉的「齊

物平等」論起 

休息(10:50--11:00) 

主

題 

A2想像與建構(二)  B2先秦哲學當代反思(二) 

 

 

 

 

11:00 

｜ 

12:00 

主持人：楊植勝 

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蔡龍九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

授 

發表人： 

1. 陳孟熙(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系助理教授 )：Nietzsche’s 

Notions of Taste 

 

2. 劉亞蘭(真理大學人文與資

訊學系副教授 )：如何用

Grosz 的性差異概念，思考性

別的想像與建構? 

 

發表人： 

1. 錢怡君(東方人文學術基金會

助研究員)：論莊子之道與藝的

基礎初探 

 

2. 張曉芬(陸軍專校通識中心國

文副教授 ) ：孫中山「知行觀」

論《孫子兵法》「詭道實踐」的

全勝效應 

 

午餐(12:00--12:50) 



主題 
A3陽明學的現代詮釋(一) B3毓老經學與書院教育 

12:50 

｜ 

14:20 

主持人：王俊彥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       

     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林義正 

 臺灣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發表人： 

1. 黃信二（中原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教授）：從「良知坎陷之

後」析論存在系統進入表達

系統的困境 

 

2. 陳振崑(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系教授)：明清之際天道人性

論的理論轉型---王船山人

性生成論的義理詮釋 

 

3. 蔡龍九(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系副教授)：清初王學流傳的

激盪－以孫奇逢、毛奇齡、

張烈為核心之考察 

發表人： 

1. 沙平頤(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生)：毓鋆老師心中的《春

秋繁露》 

 

2. 黃忠天(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

教授)：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

院教育及其流衍影響 

 

3. 吳建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碩士)：毓老的經典教育─以

《論語‧莫春》為例 

 

休息(14:20--14:30) 

主題 
A4陽明學的現代詮釋(二) 

 

B4 Panel: Cognit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Zhuangzi 

14:30 

主持人：潘小慧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持人：周大興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16:00 

 

發表人： 

1. 吳震（上海復旦大學哲學院

教授）：後十六世紀人性論述

的思想轉變及其反思  

 

2. 張天杰（杭州師範大學公共

管理學院、國學院教授）：清

初學者對王陽明「四句教」

的批駁─從呂留良與陸隴其

的「尊朱辟王」談起 

 

3. 彭傳華（寧波大學國學與哲

學研究中心教授）：王陽明語

言哲學的內涵、特質及定位 

發表人： 

1. Brian Bruya (柏嘯虎)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Spontaneity and the 

Somatic Arts: A New Aesthetic 

Category from a Zhuangzian 

Perspective” 

 

2. Wim De Reu(魏家豪)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Who Qualifies as an 

Advisor? Discussions on Giving 

Political Advice in the Zhuangzi.” 

 

3. C. Lynne Hong(洪嘉琳)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Xiaoyaoyou” 

Reidentified: The Problem of 

Identification in Chapter 1 of the 

Zhuangzi” 

 

休息(16:00--16:10) 

16:10 

A會場 

A5圓桌論壇：先秦哲學之當代意義 

[儒、道、墨、法、名家的形上、環保、道德、政治與藝術義涵] 



 

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哲學會           

        

           

 

 

 

 

 

 

 

｜ 

17:50 

 

主持人：吳進安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 

中國哲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 

1. 吳進安：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 

中國哲學會理事長 

2. 陳福濱 

  輔仁大學哲學系榮休暨兼任教授 

3. 葉海煙 

成功大學中文系榮休暨兼任教授 

4. 李賢中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5. 尤煌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綜合討論 

17:50 

｜ 

18:00 

閉幕式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黃藿前院長 主持、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何畫瑰主任 致詞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6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37,747】元 

經費執行率【63】%（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 

因為因應今年五月國內疫情急遽升溫，時至七月仍未臻穩定，考量讓與會

學者更為安心與會，於是由籌備實體會議改以線上會議為主。其中，Microsoft 

Teams 線上視訊會議無需任何經費，以致節省了計劃經費中的餐費、場地佈置費

和學者的交通費等，加上敝系提供工讀金給協助籌備工作的研究生與大學生，所

以經費執行率僅達 63%，但會議成果仍屬豐碩。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次第七屆道與德學術研討會，依據原申請計畫設定之預期效益達成

狀況，分項敘述如下： 

 

(一) 集結內國內各大學的相關研究者（臺灣大學、中原大學、輔仁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中山(醫學)大學、真理大學、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

所、東方人文學術基金會），以及來自美國、中國大陸的四位境外學者： 

此次會議四位境外學者：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哲學院吳震教授、杭

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暨國學院張天杰教授、寧波大學國學與哲學研究中

心彭傳華教授、美國( Department of History Philosoph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Brian Bruya(柏嘯虎)教授與其他 18位境內學者，透過 Microsoft 

Teams 線上連線，如計畫預期全部論文發表成功，並於會中充分討論交流順

利。共計有 3位貴賓致辭、10位主持人，5位論壇與談人，22位論文發表人。 

唯有原計畫中，擔任會議主持人的東吳大學哲學系沈享民特聘教授，

與擔任圓桌論壇與談人的中山醫學大學蕭宏恩教授，二者因故未能與會，遂

改邀請敝系蔡龍九副教授和成功大學中文系榮休暨兼任教授葉海煙參與會

議。還有原吳建廷碩士之論文第二共同發表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賴貴三

教授，亦因故未能與會。 

 

(二) 透過五場合計 22 篇學術論文發表與一場學術論壇，思想內容涵蓋了西

方哲學與東方哲學的觀念歷史發展與現代詮釋各領域，聚焦地探討德性理論

與美感涵養的理論研究： 

本次研討會如原計畫，共完成 8場次之論文發表會，合計發表 22篇學術

論文和一場圓桌論壇，內容涵蓋 6個議題： 

(一) 探索西方藝術美感理念的「想像與建構專題」，計有 3篇英文論文， 

 2篇中文論文。 

(二) 兩岸學者針對明清之際德行典範轉移的「陽明學的現代詮釋專題」， 

 計有 6篇中文論文。 

(三) 跨文化研究視域下的英語文「莊子哲學專題」，計有 3篇英文論文。 

(四) 緬懷創系元老毓鋆華學大師的「毓老經學與書院教育專題」，計有 

     3篇中文論文。 

(五) 省思先秦儒、道、兵家倫理政治思想的「先秦哲學當代反思專題」， 

     計有 5篇中文論文。 



(六) 中國哲學會 5位資深教授所主持和與談的「先秦哲學之當代意義論

壇」，從儒、道、墨、法、名家各家，探討形上思維、環保永續、道德心性、

政治管理與藝術美感的當代義涵。 

其中 22位論文發表人和 5位與談人，全部提供論文摘要、與談題綱與簡

報檔案，與 22 篇學術論文，均編輯為會議手冊與會議論文集。獨缺美國

( Department of History Philosoph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Brian 

Bruya(柏嘯虎)教授之論文未能列入。 

 

(三) 凝聚相關學術社群、共享人文社會學術研究與教育發展的成果效益： 

本次會議雖因疫情延期與改為線上會議進行為主，但經全體工作小組之

努力之下，透過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網頁、各大學哲學與中文系所、中國哲

學會與臺灣哲學學會協助宣傳海報與會議手冊，合計 100 餘人次線上參與討

論與聽講，包括學者專家、校內外研究生和大學生以及中學教師和社會人士

共同參與，促進中西哲學與美學之研究與學習風氣。 

其中「陽明學的現代詮釋專題」六篇論文修改後投稿《哲學與文化月刊》

以專題形式發表為期刊論文。其它論文亦就各自學術專業期刊發表中。 

此外，國家圖書館從本會議之宣傳訊息中得知並肯定本次會議內容之重

要性，來信索取會議資料與論文集典藏，以饗學術教育界與社會大眾。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本次會議雖然遇到今年五月臺灣疫情嚴峻而研議延期或停辦，但是透

過本系全體教職員幾次籌備會議研商，改為以線上會議為主，實體會議為

輔。經過工作小組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員幾次連繫，偕同中

國哲學會與臺灣哲學學會網路信件宣傳，並約定學者於 10月 13 日下午，

分三梯次，預先測試網路使用技術，反而吸引更多的來賓線上參與會議。

會議順利進行，A、B 兩個會場總共約 25 人次現場與 100 餘人次線上參

與聽講討論。會議前備有時間等條件限制之會議論文下載點、數位會議手

冊，以提供與會學者與網路報名來賓參閱，會後並備有會議論文集及會議

研習證明供索。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開幕式：線上參與開幕式之人數多達 40餘人。文學院前院長黃藿教

授、現任文學院院長王俊彥教授、哲學系前主任曾春海、現任系主任

何畫瑰、以及各場次主持人、發表人、與會嘉賓、研究生、大學生等。

隨後即分為 A、B會場(頻道)，每個會場參與人數平均亦有 50餘人次

左右，二個會場合計約 100餘人次。 



  

 

  

 

               開幕式：線上會議暨會議現場 

 

 

        A1 會場發表人：何畫瑰、林斯諺、李雨鍾 



 

      A1 會場主持人：吳豐維暨三位發表人 

 

 

 

 

B1 會場主持人：陳佩君暨三位發表人：譚宇權、周貞余、廖昱瑋 

 

 



 

A2 會場主持人楊植勝暨二位發表者：劉亞蘭與陳孟熙 

 

 

B2 會場主持人蔡龍九暨二位發表者：張曉芬和錢怡君 



  

  

 

A3 會場主持人王俊彥暨三位發表者：黃信二、蔡龍九、陳振崑 



  

  

 

 

B3 會場主持人林義正暨三位發表者：沙平頤、黃忠天、吳建廷 



 

 

 

 

A4 會場主持人潘小慧暨三位發表者：吳震、張天杰、彭傳華 



 

 

 

B4 會場主持人周大興暨三位發表者：Brian Bruya (柏嘯虎)、Wim De 

Reu(魏家豪)、C. Lynne Hong(洪嘉琳) 



  

  

      



  

     

 

A5 會場圓桌論壇主持人吳進安暨五位與談人： 

吳進安、陳福濱、葉海煙、李賢中、尤煌傑 



 

 

 

閉幕式: 線上會議暨會議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