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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存有學轉向後的詮釋學——⾼達美逝世廿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時間：2022年 3月 11日（五）至 12日（六）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百年樓 330111會議廳 
（會議將設有同步線上直播）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現象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

學研究發展處、亞洲海德格學圈、桂林書局 
	

第一天  2022年 3月 11日（星期五）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0:00 - 10:10 報到  

10:20 - 12:00 

紀念高達美記錄片欣賞及導讀 
Lieb ist mir Platon - aber noch lieber die Wahrheit: Der Philosoph Hans-Georg Gadamer 

(1988 / 42”) 
導讀：蔡偉鼎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2:00 - 13:50 午餐  

13:50 - 14:00 
開幕致辭 
林遠澤 

台灣哲學學會第十二屆會長、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4:00 - 14:30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兼所長、國立政治大

學哲學系合聘教授 

林維杰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Gadamer論友誼 

14:30 - 15:00 
郭朝順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教授兼佛教學院院長 

佛教對語言存有論的批判療癒進路 

15:00 - 15:30 徐育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高達美與法律詮釋學 

15:30 - 16: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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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6:20 茶點休息  

16:20 - 16:50 

洪世謙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

研究所教授兼社會

創新研究所所長 

姜文斌 
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間距與文本— 論呂格爾對詮釋學與人
文科學關係的證成 

16:50 – 17:20 林斯諺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Interpreting Li Shang-Yin’s “The 
Ornamented Zither” 

17:20 – 17:50 陳欣白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美與實踐—高達美與康德 

17:50 – 18:20 綜合討論 

18:50 晚宴  

 
 

第二天  2022年 3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30 

羅名珍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

系助理教授 

謝宛汝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 

高達美詮釋學在數位時代的可能性之初

探 

10:30 - 11:00 邱逢霖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經驗的擺渡——論高達美與狄爾泰的經
驗概念 

11:30 - 12:00 劉函儒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經典的存有—從哲學詮釋學的觀點來
看 

12:00 - 12:30 綜合討論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4:30 

黃雅嫺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薈雅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人作為病痛存有：從高達美《論健康之

隱蔽》重思當代醫學人文 

14:30 - 15:00 劉又仁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高達美 VS.阿多諾：重探詮釋學與意識
形態批判之爭 

15:00 - 15:30 周君龍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從哲學詮釋學的觀點看傳統與現代之爭 

15:30 - 16:00 綜合討論 

16:00 - 16:20 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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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 16:50 

張旺山 
國立清華大學 
哲學研究所教授 

王尚文 
泰國格樂大學國際學院藝術

系助理教授 

靜止的時間——高達美對於音樂的理解 

16:50 - 17:20 蔡偉鼎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論照護之謎——從哲學詮釋學觀點看 

17:20 - 17:50 
陸敬忠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對黑格爾哲思之

詮釋學性攝納：一種體系性省思 

17:50 - 18:20 綜合討論 

18:5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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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16,000 】元 
經費執行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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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再度有復甦趨勢，且政大校內嚴謹執行

防疫措施，校外人士及車輛進校均需登記，因此會議除原定實體會議外，亦增

設線上與會方式，方便與會學者及觀眾參與，大幅折省會議布置、學者的交通

費以及其他雜支之經費。另外，鑑於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支援部分學

者之出席費，以及政大文學院與哲學系支援會議設備、會議用品及工讀生等，

本次使用科技部人社中心之經費執行率因此未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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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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討會預期建立國內高達美研究之學術平台，達成該效益之項目包含： 
(1) 促進國內詮釋學學者與年輕的學生學者的學術對話 
(2) 開拓國內現有的高達美研究之方向，挖掘詮釋學研究的新主題 
(3) 連結國內詮釋學之學術資源，增強台灣學界對高達美思想之理解 
(4) 拓展多元觀點與領域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以積累未來詮釋學與哲學研

究之量能。 
為此，本次研討會不僅邀請到國內詮釋學學者，亦邀請到年輕的優秀學生學者

參與發表，並安排其他學者擔任主持以促發新舊世代間的傳承與交流。並且，

諸多發表人亦在其各自的研究上開展了更豐富與複雜的高達美研究內容，其中

議題涉及但不限於疫情、倫理、宗教、法律、歷史、藝術與醫學等多元課題，

著實開拓了國內詮釋學研究的課題。再者，透過廣邀國內詮釋學研究者、各領

域之學者以及多元的聽眾之參與，本次研討會不只是串連起國內的詮釋學資

源，更推動了台灣學界與不同領域對高達美思想的討論。由此，這般高達美學

術平台的建立除了昇華了過往高達美的思想研究，並開展從許多議題開展其思

想內部的多樣性，更讓高達美的思想得以推進至其他多元領域被加以探究與延

伸，確實相當地提升了台灣在詮釋學研究上的能量。而這番優異的成果亦反映

在遠遠超出原先預估的參與人數之上。此外，會後為延續並擴大研討會所生發

出的量能，本次的研討會除製作會議手冊彙編各發表人的論文於現場發放外，

更與《政大哲學學報》申請 2023 年一期專刊，以鼓勵發表學者於會後修訂論文
並加以投稿。經協商後，若通過期刊嚴謹審查程序之論文達一定數量則可以專

刊形式出版。藉此，讓本此研討會的效益能發揮至極致，以充分推展高達美在

國內的詮釋學研究，並高能產出具體的研究成果。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於政治大學文學院百年樓 330111會議廳舉辦，為因應疫
情與地域限制，亦提供線上視訊連結以即時直播現場會議發表與開

放討論，以促進多元領域的對話與交流。為此，工作小組除了在軟

硬體方面多次測試視訊器材與介面軟體以維護研討會當日良好的與

會品質，並廣泛地宣傳本研討會，期待更多不同專長的人才與民眾

參與討論。因而，工作小組於會前積極聯繫並寄送海報至國內涉及

哲學研究的大專院校系所、台灣哲學學會、中國哲學學會、華人文

化主體性中心以及與人文研究相關之中心，以利研討會之宣傳。兩

日研討會皆順利進行，現場與會人數兩日分別為 76人與 71人，合
計 147人，而線上參與者兩天最高即時人數均超過 50人。本次研討
會不分實體與現場之參與人數共計超過 200人，不只是吸引了大量
的聽眾投入，主持人的回饋與聽眾的提問更與發表人激盪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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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與對話，著實推動了高達美詮釋學思想在台的學術發展與普

及。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研討會第一天 
蔡偉鼎副教授帶領欣賞與導讀紀念高達美記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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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紀念高達美記錄片欣賞與導讀的觀眾 
 

 
 
林遠澤教授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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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發表 
 

 
 
黃冠閔研究員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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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維杰研究員 
 

 
 
郭朝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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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育安教授 
 

 
 
第二場次發表 
洪世謙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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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斌副教授 
 

 
 
林斯諺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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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白助理教授	
	

	

	

觀眾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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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一場次發表	
	

	

羅名珍助理教授主持	
	



 

13 
 

謝宛汝博士	
	

	

	

邱逢霖博士生	
	

	



 

14 
 

劉函儒碩士生	
	

	

	

觀眾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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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發表	
	

	

黃雅嫺助理教授主持	
	

	



 

16 
 

陳薈雅博士生	

	

	

	

劉又仁博士生	
	



 

17 
 

周君龍碩士	
	

	

觀眾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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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發表	
	

	

張旺山教授主持	
	



 

19 
 

王尚文助理教授	
	

	

	

蔡偉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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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敬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