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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交流研究工作坊 

 

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亞洲哲學與分析哲學研究中心 合辦 

順奕公司 贊助 

 

 

 

広島大学―台湾大学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交流研究ワークショップ 

 

広島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倫理学研究室 

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アジアおよび分析哲学研究センター共催 

 

日期：2023 年 3 月 29-30 日（星期三、四） 

地點：廣島大學文學部（日本東廣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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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202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文學部講義棟二樓 B251 講義室／使用語言：日語） 

 

14:30-15:30  

 

主持人：佐藤將之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發表人：劉幸 （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助教） 

主題：中國の文書からみた日本精神史 

 

15:40-17:30 主題演講（一）（與廣島大學文學部倫理學研究室共同舉辦） 

主持人：末永高康（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 

主講人：佐藤將之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題：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國哲學研究領域の誕生 

 

2023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文學部講義棟一樓大會議室／使用語言：漢語） 

 

9:30-9:35 開幕式  

 

9:35-10:20 主題演講（二） 

 

主持人：有馬卓也（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 

主講人：林明照（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主題：《淮南子・齊俗》中多元共生的圖像 

 

10:20-11:55 第一場 

 

主持人：工藤卓司（縣立廣島大學地域創生學部准教授） 

發表人（一）：朱弘道（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主題：「黃帝四經」中「虛」字意義再探 

——兼論先秦文獻以「家」作為詮釋參考的可能問題 

發表人（二）：林彥廷（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主題：從「君子」概念意涵探究〈坊記〉、〈中庸〉、〈表記〉、〈緇衣〉 

四篇思想關係 

發表人（三）：王玥甯（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主題：《莊子》中的觀點主義問題與第二序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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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13:00 中餐 

 

13:00-14:10 第二場 

 

主持人：佐藤將之 

發表人（一）：吉岡佑馬 （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生） 

主題：試論南朝儒家義疏之原貌 

——以敦煌本《論語疏》與舊鈔本《論語義疏》的比較爲中心 

發表人（二）：藤田衛（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 

主題：壽命是如何算命的：解析「軌限盈縮法」  

 

14:10-15:20 第三場 

 

主持人：末永高康 

發表人（一）：黎智豐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主題：『歷史語境』重構基礎：《墨子．魯問》十論相關記載的詮釋問題 

發表人（二）高程東（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主題：從《郭店楚簡》中的「心」與「善」的關係審視《孟子》的「性論」 

思想的可能發展邏輯 

 

15:20-15:40  茶敘 

 

15:50-16: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林明照 

引言人：末永高康、工藤卓司、佐藤將之 

 

16:50-17:00 閉幕式 

 

＊29日の使用言語は日本語、30日の使用言語は中国語で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