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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锦?宣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成都 "#**"E"

??)**E 年 + 月 #* U#! 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

学(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元智

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经学与中国哲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 由于以'经学与中国哲

学)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此前尚未有过#此次会议的

召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

余人出席了此次盛会% 会议共收到论文 DE 篇#E* 多万字%

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经学与中

国哲学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及与现代社

会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发展演变史(儒家各派经学观(各时代

思想家的经学思想等问题%

一?关于传统的经典诠释与现代重建问题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以 -论传统经学 !体系"

的哲学意涵与现代重建,儒学(经学与国学$$$兼评'经典诠

释)的概念与方法问题.为题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儒学的发展

是以易学的起源与发展为背景的#今天谈经学的哲学内涵的

要义即在整合原典#结合经学中包含的古文学的整体化精神

与今文学的专业化精神#同时面对现实与面对理想#扩大眼

光#放开胸襟#吸收西学#展望未来#进行新的诠释#新的创

造% 他认为经学的现代重建有助于中华民族或中国发展其

自身的国学#由此他提出了以易学为基础#融合儒学!经学"(

子学和西学的中国国学的本体论建构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

张立文教授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

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中认为#-六经.作为先秦诸子所

依傍的诠释文本#是由于它是中华文化的轴心#返本开新的

依据% 尽管先秦诸子之学百家争鸣#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

致而百虑)% 故纵观(横观(合观先秦诸子之学所依傍文本的

诠释特点#具有源头活水的一致性(核心话题的契合性(文本

诠释的多样性(文本智慧的生命性(文本价值的开新性% 这

五个方面对诠释经典文本而言#具有普遍性% 北京师范大学

周桂钿教授对'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命题加以重新诠

释#指出六经注我#关键在于我和我的思维能力#我的思维接

近道#才可能以六经注我% 不知'道)的人以为哲学家可以随

便胡说八道#那是误解% 真正做到 '六经注我)#是比 '我注

六经)更难许多% 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论述了 '以意逆志)

的读书方法#认为孟子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所提出的

解读-诗.篇的'以意逆志)#必然会聚焦于'逆)之一环#只有

这样#'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 '翻译)% 于一般读者

而言#践履'以意逆志)#理当放弃 '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

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使读者化身作者之后#终

归要服从于自己的 '集中意识)#这样 '以意逆志)才会成为

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

的解释学境界%

二?关于经学的义理化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的大会发言中指出#经学既

是一个文献的系统#又是一门义理阐发之学#经学一开始就

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展开了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规范

体系#同时也包含着对这套价值系统和规范体系的理论论

证% 理学无疑也体现了经学的内在精神#同时#理学思想阐

发首先也是沿着传统经学而展开的% 相对于两汉经学#理学

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它更注重从形而上的层面上展开对经学

的研究和阐发% 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则从文献的角度

分析了宋代理学兴起的经典根据#认为理学道统论的文献根

据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语.和-尚书.上面#必须要有所超越#

需要将视野投向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周易.上来#认为易学的

道统论不但不与-论语.和-尚书.对立#反而正是对它们的

恰当发明和理论上的支持#关键的论据就在中道上% 四川师

范大学蔡方鹿教授讨论了宋明理学的经学观#认为以己意说

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

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 '由经穷理)(我注 '四书)#陆王强调

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

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

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

经而解经%

三?关于传统经典的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探讨了-周礼&地官&司徒.(-礼

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指出这两部经典中有关

应对灾荒(瘟疫#予以组织化救治的制度#有关对老弱病残(

鳏寡孤独(贫困者等社会弱者的尊重与优待的制度#有关颁

)F#



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的制度与政策中对老百姓权利

与福祉的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保证等#都涉及到今天所谓社会

公平公正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原始人道主义#体现了

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人文精神% 其中有

些成果值得我们重视#还有进一步做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

义%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探讨易经哲

学中吉凶观念的演变与人的自律扩大#认为易经哲学在殷周

时期重卜筮不重义理#春秋时期则重义理而不重其占#通过

分析卦爻辞中的占断观念#指出-易传.中占筮思想是脱命定

期#吉凶观念之道德转化$$$吉凶由人#并进而提出-易传.

'吉凶)观念之终极关怀在于完全脱离出'命定)的祸福概念

之迷% 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对汉儒称'儒学)为'儒术)作了

考证#通过对'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的梳理#认为

在汉代# '术 )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 '道 ) 转向重

'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 '儒学 )为 '儒

术)#与这一特定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中国社科院

刘丰先生论述了-周礼.的成书与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认为

-周礼.并非历史实录#而是一部理想的政典#是一部战国时

代的著作#典型地体现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 -周礼.作为

战国时期一些儒家学者对于国家体制的制度安排#只有把它

放在战国那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

与价值%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井之口哲也先生考察了白虎观

会议的意义#通过确定在东汉时期进行的各种大小规模的统

一经的语句或者经义的事业的历史开展#纠正以往的各种论

点的偏颇#探索'正定)这一个事业在经学上的意义#认为将

白虎观会议的举行及熹平石经的建立定位为东汉时期断断

续续进行的经义(经文的'正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妥当

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后世研究者不应该过分夸大它们

的作用%

四?关于对传统人物的个案研究

陆贾(阮籍(嵇康(张载(李贽(罗念庵(方以智(全祖望(

龚自珍(廖平(刘师培(李源澄等人的经学思想成为与会学者

的探讨热点%

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对汉初思想家陆贾的新儒家

理论做了探讨#认为陆贾有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儒

家'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其'天人感应)的本体

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的思想#'经以致用)

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施政观等#对汉中

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

春海教授由汉魏之际的经学流变脉络出发#论述了阮籍(嵇

康对经学的继承和批判#认为两人经历了早期对经学的肯定

和抱负到对经学的严厉批评和扬弃的过程% 并指出阮籍与

嵇康所反对(扬弃的经学#是两汉以来以经学为工具#卖弄学

问#标榜自己以沽名钓誉#贪求个人利禄而毫无真儒之志气

与操守% 阮籍(嵇康不齿把儒家经学这套道德理性价值的生

命学问异化成遂行个人私欲的'工具理性)极度扭曲(践踏了

经学的真正内在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专述了张

载的经学思想体系#认为张载经学思想特色在于,!一" '志

于道)('发源端本)的道统思想/!二" '心解则求义自明)的

解经方式/!三"'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的体系建构%

并认为'太虚)('气化)的宇宙论哲学#'合虚与气)('合性与

知觉)的心性论哲学和 '圣学须专礼法修)的礼学思想构成

了张载经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台湾'中央研究院)钟彩

钧教授对罗念庵的经学进行研究#主要探讨其易学与礼学两

个方面#认为从经学的方法(义例(传统上看#罗念庵的经学

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但从更重要的思想的角度看#他不

愧是江右王门巨子#他的经学#不论作为修己之学#或作为解

决时代问题的工具#都提出了活泼而深刻的见解% 台湾元智

大学詹海云教授对全祖望-经史问答.中四书学作了探讨#认

为全祖望四书学的特色在于, !一 "重名物(制度和地理/

!二"融史学于理学(经学,事上求理#证之客观事实与人情物

理/!三"重视时措之宜与应物无穷/!四"在考据方面#不为

无用之小考据及来源多方#而没有办法证明者/!五"不轻信#

不轻疑#尤其体现在朱子学上面% 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

对龚自珍经学作出评价#认为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及其今人

对龚自珍经学的定位#都不是准确的定位% 他提出龚自珍的

经学绝不是人们'公认)的今文经学#应该将龚自珍的经学与

其整个思想相区分#并将其经学分为思想与学问两大内容#

才可以对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价值做出正确的评判% 他指

出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龚自珍经学的思想内容#而不

是学问的部分%

五?关于经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和如

何发展经学

澳大利亚汉学家李瑞智 !J9NX3;;&9"先生在大会发言中

指出#面对再现与重塑文化传统的挑战以及解决过去两个世

纪英美全球化进程中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总是能

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智慧% 运用这些智慧#儒家共同体能不同

寻常地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 即便在对-论语.的传统思

想力量的认识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西方读者在寻求理解中国

经学并将其作为当代成功的指南时所面临的困难% 在经济

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论的世界里#儒家传统思想

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需要发掘出其本身合乎科学原则的

经验和价值#以用来解决和纠正具有过分破坏性的欧洲启蒙

科学思想施加于人和自然环境诸多伤害的问题% 在如何发

展经学问题上#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提出复兴经

学亟待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成立经学系#二是要重建经学

研究的课程体系#三是要培养专经研究的青年才俊%

%责任编辑"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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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

暨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四川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会综述

赵乖勋$陈绪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E"

??)**E 年 #* 月 #+ U)* 日#由中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

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 M̀ )# 研究组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地

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暨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四川师范

大学学术交流会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 大会分为四场教师

学术交流会(两场研究生交流会和两场讨论会#百余名专家(

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学术论文 !* 余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唐小林教授主持#副校长张健教授(文学院院长李诚教授致

欢迎辞#汉阳大学汉语教育委员会会长李光哲教授(中文系

M̀ )# 研究组组长严翼相教授致答谢辞% 四川师范大学科研

处处长李树勇教授(庾光蓉副处长#文科学报主编李大明教

授#文学院王小盾教授出席了大会%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李光

哲(严翼相(吴秀卿(梁世旭#博士研究生金美!厦门大学副教

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泽民#浙江大学教授孙敏强#四川

师范大学教授万光治(段渝(吴明贤(熊良智(房锐(周及徐(

黄尚军先后作了大会发言% 四川师范大学和汉阳大学的研

究生代表也在讨论中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进行学

术交流%

一(充分利用中韩两国相关文献开展研究#促进学术交

流的进一步发展% 韩国研究者称受韩愈 -毛颖传 .和苏轼

-万石君罗文传.等作品体式影响而产生的传体寓言小说为

'假传体)寓言% 孙敏强认为此类作品定名为传体寓言更妥

当#其源头应是先秦以拟人化的动物或其它事物为主角的寓

言% 严翼相探究了成都方言和韩汉语类似度#结果表明二者

语音类似度在中国所有方言中处于平均值% 房锐提出韩国

高丽时期编辑的唐诗选集-夹注名贤十抄诗.中有百余首佚

诗#它们为研究晚唐五代时期巴蜀作家及文学生存状态提供

了重要史料% 梁世旭介绍了韩语中使用汉语借词的现状#阐

述了汉语借词的特征#认为汉语对韩语的影响很大% 四川师

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汤洪分析了-离骚.中的语词反映的中外

文化交流情况#汉阳大学研究生李贤景探讨了外国商标名译

为汉语的方法%

二(多角度探讨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其独特魅力%

万光治在校注四川民歌长篇叙事歌谣-逍遥记.的基础上讨

论了该作品的主题(风格(结构(传播特点及其意义% 吴明贤

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包融性(创造性和叛逆性#这些特点影响

了唐代四川作家% 段渝证实#中国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

它分东西两路,西路从成都出发#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

富汗到中(西亚/东路由成都经云南出境#通过红河到东南

亚% 黄尚军(曾为志探讨了成都北郊新都区客家话的分布(

词汇特点及其演变% 金美认为#贵阳方言和重庆方言中疑问

代词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吴秀卿以老虎信仰为例#阐述了中

国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董红明初步探

讨了巴蜀节孝牌坊#张琪搜集了四川省屏北县薅草歌#罗亮

星从文化角度评析了四川东北地区葬仪音乐#王晓先初步分

析了四川省新津话的语音特点% 汉阳大学研究生钱有用考

证了汉语方言词语'家来)('家去)的用法及成因%

三(深入具体的学术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

发展% 李光哲从用典的角度证实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

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的说法完全正确% 针对现代一些学

者对扬雄著-蜀都赋.提出的质疑#熊良智从文献和创作两方

面指出扬雄-蜀都赋.并非伪作% 周及徐论述了老子(孔子思

想的对立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前者较为原始的部落制

农业社会为其产生基础#后者以等级制农业社会为基础形

成#这是二者对立的根源% 刘泽民阐述了汉语官话方言入声

字的归派#进一步追溯了入声调在各方言中的历史演变% 四

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陈勇认为 -全唐文.所录的 -代高骈回云

南牒.有误#汉阳大学研究生徐铢敏证明剧本-缀白裘.来源

于传记-八义记.#金有花从音韵的角度分析了_03_(_0-_中

_0_稳定性较弱的原因%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次会议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学者在

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了解#并为今后定期交流机制的建立

提供了借鉴% 两方愿意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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