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朱子学国际会议——日韩朱子学的创新与传承

会议日程

发表时间：每人报告 20 分钟、每组 3 人讨论 30 分钟、每组 2 人讨论 20 分钟

翻译说明：不采用同声翻译，发言内容摘要翻译、提问环节采用随机翻译

注意事项：报告结束前两分钟有两声铃声提醒，到时三声铃声提示发言结束

12 月 26 日（周六） 会议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哲学学院 2401 会议室

8：40－9：00  开幕式 主持：吴震

来宾代表致辞：吾妻重二、杨祖汉

9：00—9：20  纪念合影（光华楼底层正门）

9：20－10：50  第一场：主持人  吾妻重二（翻译：陈晓杰、赵甜甜）

1. 川原秀城：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2. 杨祖汉：朝鲜儒者田艮斋对朱子思想的理解

——比较牟宗三先生的说法

3. 崔英辰：从李退溪到李栗谷：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10：50—11：00  茶歇

11：00—12：00  第二场：主持人  邢丽菊（翻译：戚子君、徐希定）

1. 山本正身：关于仁斋学的“天人合一”的论理

——“儒学的主体”在江户儒学上的一个位相

2. 辛正根：韩国朱子学与“好奇尙新”的问题

12：00－13：30  午餐（盒饭）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404 室、2409 室

    

* * * * * * * * * *

13：30－15：00  第三场：主持人  杨祖汉（翻译：戚子君、徐希定）

1. 崔在穆：栗谷学派的“圣学”构想：后溪金范的《圣学十图》初探

      ——与李滉的《圣学十图》之比较研究

2. 井上厚史：朝鲜儒学的“心学”之位相

3. 邢丽菊：韩国儒学“理”概念的发展演变

15：00－15：10  茶歇

15：10－16：40  第四场：主持人  林宏星

1. 蔡振丰：荻生徂徕的“鬼神”观及其伦理学性格

2. 郭晓东：“气”是否具有道德意义？

——论朱子对孟子“浩然之气”的解读

3. 谢晓东：韩南塘的人心道心思想

16：40－16：50  茶歇



16：50—17：50  第五场：主持人  蔡振丰

1. 陈立胜：作为修身学范畴的“独知”概念之形成

——朱子与王阳明的一个比较研究

2. 林宏星：“真知必能行”何以可能？

——朱子论“真知”的理论特征及其动机效力

18：15—20：30 晚宴

    地点：卿云宾馆（复旦校园内）

12 月 27 日（周日）会议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哲学学院 2401 会议室

9：00－10：30  第六场：主持人  钱明（翻译：戚子君）

1. 土田健次郎：日本的反朱子学与朱子学之关系

——伊藤仁斋及其周边

2. 藤井伦明：日本崎门朱子学的“智藏”论探析

3. 张闰洙：朱子学的韩国传入过程及其特征

10：30—10：40 茶歇

10：40—12：10  第七场：主持人  陈立胜

1. 杨儒宾：理学论辩中的德性之知

2. 永富青地：关于佐藤一斋的“阳朱阴王”

3. 吴震：论朱子仁学思想

12：10—13：30  午餐（盒饭）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404 室、2409 室

* * * * * * * * * *

13：30－14：30  第八场：主持人  郭晓东

1. 蔡家和：韩儒宋时烈《朱子言论同异考》论四七之辩

2. 陈晓杰：朱熹与荻生徂徕之思想比较

——以“天心”为线索

14：30—14：40  茶歇

14：40—15：40  第九场：主持人  蔡家和（翻译：陈晓杰）

1. 钱明：水户学与阳明学

——以水户德川家所藏浙江遗民史料为线索

2. 吾妻重二：关于藤井懒斋《二礼童覧》

15：40－16：00 茶歇

16：00－17：45 圆桌座谈：儒学与东亚——历史、现状与展望

座谈嘉宾：土田健次郎、杨儒宾

主持：吴震



翻译：赵甜甜、戚子君、陈晓杰（采用同时翻译）

综合讨论：朱杰人、崔英辰、吾妻重二、井上厚史、杨祖汉、陈立胜

18：00—21：00 晚宴

    地点：卿云宾馆（复旦校园内）

* * * * * * * * * *

12 月 28 日（周一）上午 12 点前

各自离开燕园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