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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學課程與經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手冊

一、會議信息

（一）會議主題

1.高校經學課程的設計

2.高校開設經學課程的困難與突破方案

3.高校經學課程的教材與教學

4.兩岸高校經學課程的合作與借鑒

5.新文科與經學學科建設

（二）會議時間： 2024年 5月 31日至 6月 3日

（三）主辦單位：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

（四）承辦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五）會議與住宿地點：

1.會議地點：福建師範大學（倉山校區）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上三路 8號

2.住宿地點：全季酒店（上三路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上三路 32號

（六）聯絡方式：

1.电子邮箱：fjnujxs@163.com

2.手機號碼：簡逸光 +86 18850132304

陳 殿 +86 18558606712

廖明飛 +86 18270072379

吳瑞荻 +86 131621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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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議程

議程 時間 具體事項

報到 2024年 5月 31日 地點：全季酒店一樓大廳

開幕

式

2024年 6月 1日

9:00

地點：邵逸夫樓二樓閩臺文教融合發展實驗室報告廳

主持人：周雲龍 教授

9:05-9:10 福建師範大學校領導 致辭

9:10-9:15 學者代表 彭 林 教授 致辭

9:15-9:20 學者代表 賴貴三 教授 致辭

9:20-9:25 學者代表 金東敏 副教授 致辭

合影 9:25-9:40 邵逸夫樓前

主旨

演講

主持人：簡逸光 副教授

9:40-10:00
虞萬里 教授

經學教育的發展和經學課程的斷想

10:00-10:20
韓大偉 教授（線上）

英國漢學院簡介

10:20-10:40
蔣秋華 副研究員

從幾份書目談《尚書》的教學

10:40-11:00
彭 林 教授

當前經學學科發展的境遇

11:00-11:20
金東敏 副教授

韓國成均館大學的經典教育以及研究現狀與成果

11:20-11:40
張善文 教授

高校經學課程設置小議

午餐 12:00-14:00 教工食堂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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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討論

（一）

14:00-15:30

A 組 第一場

地點：邵逸夫樓 425

發言人：陳壁生 鄧秉元 徐淵 吳展良 車行健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4:00-15:30

B 組 第一場

地點：邵逸夫樓 304

發言人：李霖 陳緒波 楊新勛 郭院林 呂明烜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4:00-15:30

C 組 第一場

地點：邵逸夫樓二樓閩臺報告廳

發言人：吳國武 曹建國 朱人求 和溪 閻雲 朱學博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5:30-15:45 茶歇（邵逸夫樓三樓）

分組

討論

（二）

15:45-17:30

A 組 第二場

地點：邵逸夫樓 425

發言人：張琬瑩 林淑貞 孫顯斌 張立恩 高瑞傑 張毅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5:45-17:30

B 組 第二場

地點：邵逸夫樓 304

發言人：李旭 王耐剛 鄭虹 蔡飛舟 李蕙如 簡逸光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5:45-17:30

C 組 第二場

地點：邵逸夫樓二樓閩臺報告廳

發言人：賴貴三 秦潔 黃黎星 馮兵 王忠傑 白石將人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晚餐 18:00 全季酒店三樓

分組

討論

（三）

2024年 6月 2日

9:00-11:00

A 組 第三場

地點：邵逸夫樓 425

發言人：毛朝暉 周泉根 劉德明 朴榮雨 陳石軍

林盈翔 張億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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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閉幕式線上會議地址：

騰訊會議號：494 369 150 密碼：240601

9:00-11:00

B 組 第三場

地點：邵逸夫樓 304

發言人：王孫涵之 朴榮雨 吳洋 谷繼明 謝向榮

楊兆貴 肖滿省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9:00-11:00

C 組 第三場

地點：邵逸夫樓二樓閩臺報告廳

發言人：郭丹 黃羽璿 蔡妙真 郭曉東 吳智雄

楊青華 黃聖松

（每位發言 15分鐘，交流討論 15分鐘）

11:00-11:15 茶歇（邵逸夫樓三樓）

閉幕

式

11:15
地點：邵逸夫樓二樓閩臺文教融合發展實驗室報告廳

主持人：簡逸光 副教授

11:20-11:30 A組 小組總結

11:30-11:40 B組 小組總結

11:40-11:50 C組 小組總結

11:40-11:45 黃聖松 教授 致辭

11:45-11:50 李小榮 教授 致辭

11:50 大會閉幕

午餐 12:00 全季酒店三樓

參訪

活動
14:00-17:00 文化考察

晚餐 18:00 全季酒店三樓

返程 2024年 6月 3日 辦理退房手續，前往高鐵站/機場



5

三、分組議程

A 組：經學教育的反思與展望

次序 發言人 發言主題 備註

第一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4:00 - 15:30 地點：邵逸夫樓 425 主持人：車行健

1 陳壁生 “中國經學史”課程的意義 線上

2 鄧秉元 關於未來經學學科發展之展望

3 徐 淵 關於新經學的學科形態以及經學教育的思考

4 吳展良 建構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體系與經學 線上

5 車行健 戰後台灣學界對經學史的教學實踐與反思

交流討論 15分鐘

茶 歇 15 分鐘

第二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5:45 - 17:30 地點：邵逸夫樓 425 主持人：林淑貞

6 張琬瑩 活在當下：經學教育如何深入抖音世代？

7 林淑貞
“經學與文化”研討會現象觀察：以 2005-2023年為
範圍

8 孫顯斌 古文獻學的內與外

9 張立恩 經學教育的當代性意義

10 高瑞傑
先秦經學敘事的兩重爭論及近代回響——從“先秦經
學史”的教學講起

11 張 毅 古典學視野中的經學及經典教育 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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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線上會議地址：

騰訊會議號：685 6539 0840

密碼：240601

交流討論 15分鐘

第三場

時間：2024年 6月 2日 9:00 - 11:00 地點：邵逸夫樓 425 主持人：劉德明

12 毛朝暉 唐文治論經學在現代教育中的定位

13 周泉根
經學使命，史官責任——以無錫國專為例談近現代國
學教育 線上

14 劉德明
經典的現代性：儒學研究中心“經典活化”的發想與
實踐

15 陳石軍 經學研究與經學教育：從傅斯年之問談起

16 林盈翔 經典的永恆現代：《論語》的思辨之旅

17 張 億
“輿說輻”再辨——兼論現代學術分科之於經學的涵
容與缺失

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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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經學課程與教材設計

次序 發言人 發言主題 備註

第一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4:00 - 15:30 地點：邵逸夫樓 304 主持人：楊新勛

1 李 霖 “中國歷史文選”課程中的經學教學 線上

2 陳緒波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經學課程設置及反思

3 楊新勛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學專業的經學教學

4 郭院林 編寫江蘇省重點教材《左傳導讀》的思考 線上

5 呂明烜 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經學概論》課程建設

交流討論 15分鐘

茶 歇 15 分鐘

第二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5:45 - 17:30 地點：邵逸夫樓 304 主持人：王耐剛

6 李 旭
元典、問題與對話——人文通識課程“明誠四問：軸
心文明元典會讀”的立意 線上

7 王耐剛
華東師范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研究生課程“中國經學
史”課程綱要

8 蔡飛舟 羣經選讀課程之設計與教學

9 鄭 虹
國學視野下的經學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2020年培養方案為例

10 李蕙如
運用數位學習工具與遊戲平台融入“國學導讀”課程
之教學歷程

11 簡逸光 福建師範大學的經學課程與研究生培養

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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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線上會議地址：

騰訊會議號：963 3513 1491

密碼：240601

第三場

時間：2024年 6月 2日 9:00 - 11:00 地點：304 主持人：谷繼明

12 王孫涵之 日本大學經學教育的危機與反思

13 朴榮雨 成均館大學儒學院“養賢齋”課程教學的經驗 線上

14 吳 洋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經學課程實踐以及學科建設
設想

15 谷繼明 同濟大學的經學研究與教育

16 謝向榮
高校開設經學課程的幾點思考——以香港大專易學
課程的現況為例

17 楊兆貴 澳門大學最近十多年經學課程設置介紹

18 肖滿省 兩岸高校經學教育差異之管窺與省思

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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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經學研究與教學實踐

次序 發言人 發言主題 備註

第一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4:00 - 15:30 地點：閩臺報告廳 主持人：朱人求

1 吳國武
作為教養根基的《詩經》——談談《詩經》多元教學
的禮樂文明轉向 線上

2 朱學博 “《詩經》研讀”課程教學創新設計與實踐

3 曹建國 出土文獻與《詩經》學研究 線上

4
朱人求
和 溪

《大學精讀》教學設計

5 閻 雲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大類基礎課程《四書》《左傳》教
學經驗的總結與反思

交流討論 15分鐘

茶 歇 15 分鐘

第二場

時間：2024年 6月 1日 15:45 - 17:30 地點：閩臺報告廳 主持人：黃黎星

6 賴貴三
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周易》教材與教學之
回顧與前瞻

7 秦 潔 《周易》的結構特點、學科定位與教學設計

8 黃黎星
古義商量加邃密 新說涵養轉深沉——關於《周易》
古經本義解讀方法及當代創新的思考

9 馮 兵
美育通識校選課程“《論語》導讀”的教學思路與困
惑

10 王忠傑 《儀禮》宗廟祭禮尸饌圖釋

11 白石將人 北朝字學與陽承慶《字統》

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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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線上會議地址：

騰訊會議號：301 5574 4845

密碼：240601

第三場

時間：2024年 6月 2日 9:00 - 11:00 地點：閩臺報告廳 主持人：郭曉東

12 郭 丹 關於《左傳》的幾個問題

13 黃羽璿 臺灣技專校院國文課程中的《左傳》教學

14 蔡妙真 由傳播角度談左傳教學

15 郭曉東
通識課程中的經學教育：以復旦大學通識課程“《春
秋》三傳選讀”為例

16 吳智雄 《春秋》學輯佚文獻的經學史價值舉隅

17 楊青華 陳澧《東塾讀書記·春秋三傳》析論

18 黃聖松 成功大學中文系《左傳》教學分享

交流討論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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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彭 林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虞萬里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敦和講席教授

金東敏 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東洋學院院長

朴榮雨 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教授

韓大偉 美國楊百翰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系教授

王孫涵之 日本弘前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

白石將人 日本國立三重大學漢語學專業副教授

陳壁生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孫顯斌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國武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 霖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谷繼明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哲學系主任

曹建國 紹興文理學院魯迅人文學院教授

郭曉東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鄧秉元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楊新勛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朱人求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教授

和 溪 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馮 兵 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郭院林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立恩 西北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毛朝暉 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吳 洋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呂明烜 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周泉根 海南師範大學國學所教授、國學研究所所長

徐 淵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高瑞傑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王耐剛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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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緒波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古典學與哲學中心副教授

閻 雲 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學系副教授

朱學博 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學系副教授

吳 嬌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

李 旭 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副教授

張 毅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古典學實驗班講師

秦 潔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石軍 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楊青華 安徽大學徽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張 億 華僑大學華文學院講師

鄭 虹 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謝向榮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教授

楊兆貴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吳展良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蔣秋華 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林淑貞 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車行健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吳儀鳳 臺灣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劉德明 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哲研所合聘教授

黃聖松 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吳智雄 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語文組特聘教授、海洋文化研究所合聘

特聘教授

蔡妙真 臺灣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李蕙如 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林盈翔 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黃羽璿 臺灣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琬瑩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

王忠傑 泉州師範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講師

張相良 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大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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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品 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哲學與文化內容研究所研究員、廈門大學哲學

系博士研究生

李小榮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周雲龍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張善文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郭 丹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黎星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蔡飛舟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

簡逸光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副教授

肖滿省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陳 殿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廖明飛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講師

吳瑞荻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講師

樊洛吟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杜 穎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楊勝強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鄭婉鳳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陳若璇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馬 歡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孫琳琦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謝昕怡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