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生哲學與漢學之島」 

   跨文化國際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2 年 7 月 8 日（五）、7 月 9 日（六）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7006 會議廳 

 

7 月 8 日（五） 

08:30 報到 

08:50 

開幕式 

鄭英耀（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 

賴錫三（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莫加南（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場次一 

09:05 

｜ 

11:10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林鎮國 

（國立政治 

大學哲學系 

榮譽教授） 

劉紀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國際 

中心主任） 

從「一分為二」出發， 

重新思考中國古典思想中的共生思維： 

再論方以智的「一而二」與唯物辯證 

任博克 

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

研究所講座教授） 

風土性的地緣政治學： 

觀察「中華民國」的一個視角 
林鎮國 

任博克 

（芝加哥大學 

神學院教授） 

鐘始聲與藕益智旭的共生之道： 

排斥與共生同居一念之實例 
莫加南 

彭小妍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漢學研究的跨文化轉向： 

論自我與他者的弔詭共生 
劉紀蕙 

11:10 學者再回應  

11:30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2:10 
午餐及休息時間 

地點：文學院 8001 室 



 

 

 

場次二 

13:10 

｜ 

14:45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彭小妍 

（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 

鍾振宇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存有論與政治之間： 

牟宗三與海德格的構想 
林鎮國 

林鎮國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榮譽教授） 

航經島嶼： 

洛維特、洪耀勳、牟宗三的 

海德格哲學遭逢 

陳榮灼 

陳榮灼 

（科技部客座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在世共生的可能基礎： 

身體現象學的進路 
鍾振宇 

14:45 學者再回應  

15:00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5:30 
茶敘 

地點：文學院 8001 室 

場次三 

15:50 

｜ 

17:25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賴錫三 

（國立中山

大學文學院

院長） 

鄧育仁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 

由公民與哲學視角論述中國 陳贇 

佐藤將之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教授） 

二十世紀日本的「共生」論 

之興起、展開以及衰退 
鄧育仁 

陳贇 

（華東師範大學 

哲學系教授） 

天經、地義與人情： 

儒家思想中具體普遍性的結構 
佐藤將之 

17:25 學者再回應 

17:40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8:10 會議結束 



                                            
1
 特約討論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7 月 9 日（六） 

08:30 報到 

場次四 

09:00 

｜ 

11:05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楊儒賓 

（國立清華

大學哲學研

究所講座教

授） 

林明照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教授） 

《淮南子•齊俗》中多元共生的思想圖像 賴錫三 

何乏筆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 

「隱」與「無隱」的弔詭共生： 

探索老子與柏拉圖的跨文化交織 
林明照 

賴錫三 

（國立中山大學 

文學院院長） 

《老子》做為一種共生哲學： 

為共生而承認無知，為共生而承擔柔軟 
曹峰 

曹峰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教授） 

老子的多元共生與公平公正思想 何乏筆 

11:05 學者再回應  

11:25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2:05 
午餐及休息時間 

地點：文學院 8001 室 

 

場次五 

13:10 

｜ 

14:45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劉紀蕙 

（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文

化研究國際

中心主任） 

羅亞娜 

（盧布爾雅那大學 

亞洲學系教授）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post）comparative 

approaches and the method of sublation 

彭小妍 

石井剛 

（東京大學綜合 

文化研究科教授） 

天下政治的共生條件： 

「是非之辨」何以成為維護和諧共生 

的政治基礎？ 

安井伸介1 

康特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

思想研究所教授） 

天台宗「即」字的悖論涵義： 

以四明知禮之思想為例 
石井剛 



 

 

 

14:45 學者再回應  

15:00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5:30 
茶敘 

地點：文學院 8001 室 

 

場次六 

15:50 

｜ 

17:25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討論人 

鄧育仁 

（中央研究

院歐美研究

所特聘研究

員兼所長） 

莫加南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漢學之島如何共生？ 

「中華」與整合正義的可能性 
楊儒賓 

何重誼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

學系副教授、CEFC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 

中心副研究員） 

Transcultural Studi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 The Taiwanese Question 
羅亞娜 

賴怡芃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Community and Co-Becoming in 

Contemporary Northern Irish/Taiwanese 

Fictional Writings 

何重誼 

17:25 學者再回應  

17:40 自由發問與討論時間 

18:10 閉幕式 

18:20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