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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論壇 高柏園談中國哲學傳承與永續

學習新視界

【記者吳淳茹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12月15日下午1時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7，舉

辦「中國哲學的傳承與永續」論壇。專題論壇由本校前副校長，中文系榮譽教授，現

任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高柏園、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哲學與生

命教育研究所榮譽教授陳德和，及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名譽教授連清吉分別主持

，共發表一場專題論壇、6篇論文、一場專題演講及綜合座談。 

文學院院長紀慧君主持開幕式表示：「今天的主題是『中國哲學的傳承與永續』，感

謝前主任周德良及主任殷善培將中文系帶得十分優秀，也幫了文學院很多忙。中文系

在文學院是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學系，相信在高老師過去建立的基礎下，一定能將哲

學永續傳承、發揚光大。」 

專題論壇首先邀請中文系榮譽教授王邦維、曾昭旭及明新科大講座教授袁保新三位討

論人，以「中國哲學的傳承與永續」作為主題，揭開本次論壇序幕。王邦雄說到：「

中國哲學的傳承在師生之間、兩代之間，是代代相傳的，相信哲學可以延伸到永續。

」袁保新提到，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應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要選擇繼續走理論重

建，還是應該恢復中國哲學中，深入學問底蘊，將經典感動人和生命心靈的力量重新

釋放，來傳承中國經典？ 

曾昭旭闡釋：「中國哲學的核心就是『道』。但『道』不可說，但我們又必須說，所

有『說』皆意指分析，而『道』並非分析，所以我們心中要時時保持著一個不可分析

的『道』。因此『道』便可以分為『體』、『用』兩者。『體』是一切存在的意義、

價值根源，也因它不可說、不可分析，所以永恆。」 

高柏園表示：「哲學回答了四個重要問題：天、地、人、我。天回答的是終極關懷

；地代表自然，我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人終歸是社會動物，因此在人間才有人的問

題。不管天、地或人，最終的核心都是『自我』，如何讓自我獲得安分、安身立命之

後，才能念及天地人，在天地人之間悠遊。」 

接著專題演講由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榮譽教授蕭振邦主持，高柏園主講自身的學思歷

程。綜合座談以「新儒學在淡江 傳承與展望」為題，由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曾守正

主持，邀請各校教師江淑君、李幸玲、林素玟、李奇璋、魏明政，及本校周德良、林

盛彬、羅雅純等8位為引言人，進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