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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赴日本作了今日日本學術界對李卓吾研究的現況調査。本人在永冨青地教

授（早稻田大學理工学术院教授，对李卓吾有多年的研究）的協助下,捜集了牵涉到

李卓吾研究的近三十年的日文期刊论文，搜集得十分完整。另外，分别会见了几位

年轻学者，讨论了李卓吾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的地位，李卓吾思想里面的佛教因素

定位问题等。通过这次调查和考察，本人对日本学者的近三十年对李卓吾研究的学

术成就得到了很清晰的认识，圆满完成了在台湾进行的研究计划的初步工作。因为

二月份来台湾之前的半年时间，本人集中精力从事唐代佛教的研究，没有时间做宋

明理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再赴一次日本作调查和考察是对本人来说研究计划中不可

缺少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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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日本学术界对李卓吾研究的现况调查。 

過程： 
2/06   搭机从台北至东京。 

2/07-2/23  事前永富教授提供给本人的目录作为基础，在驹泽大学图书馆搜集、复

印了有关李卓吾研究的日文期刊论文。（因为学习院大学图书馆有维修工程，

这时期没有开放，不能利用。）  

2/13   去早稻田大学分别会见了阿部亨，松野敏之。两位都是在早大研究明末儒家

思想史的博士生，已发表过几篇有关文章（以李卓吾、王夫之为主），可以

说是很有活力的年轻学者。其目的在讨论李卓吾的明末清初儒学思想史上或

者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上。同时还讨论了大陆中国对李卓吾研究

的概况。其中，因为阿部先生现在正在集中研究李卓吾的学问观，本人从他

那里学到了一些相当新鲜的观点，同时，他还给本人提供了他对目前日本学

术界李卓吾研究的个人看法。 

2/14   在本人家里跟陈继东武藏野大学准教授和林鸣宇驹泽大学兼任讲师讨论了

李卓吾思想里佛教因素的定位问题。陈教授是清代-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研究

的专家，林讲师是宋代以后天台思想研究的专家，两位都发表过非常多的书

籍和文章，在日本佛教研究界名气很大，算是日本佛教研究界里最出色的华

籍青年学者。通过跟他们的交谈，本人对上述问题得到了很大的启发和认识。 

2/24-2/29 把搜集到的材料整理好，全部阅读一遍。   

3/01   从成田机场坐飞机返台。 

 

 

心得及建議： 
1. 日本学术界对李卓吾的兴趣最近有明显的下降，与七十年代以前的學界风气

有很大的不同（二战结束以后到七十年代，李卓吾研究是日本汉学界非常热

门的题目）。本人估计这与在日本知识阶层当中“近代性＂（modernity)的问

题意识逐渐消失的现象密切相关。近年的研究成果，虽然数量还算不少，但

大部分是探讨非常具体的个别问题，缺乏宏观的思想史视角。 

2. 日本的汉学方面的学术期刊，有的在台湾不太容易找到。虽然台湾各所图书

馆收藏《中国关系论说资料》那一套丛书，里面收有很多的学校期刊，但还

有一些不太容易看到的杂志。本人希望以后台湾各所大学多一点注意这个问

题，尽量采购日本学术期刊以期收藏得更齐全。 

3. 同时本人也注意到把日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台湾（或大陆）学

术界的必要性。虽然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早已由日本著名学者研究过，但是台

湾学者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很少引用日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主要是语言上的

障碍引起的不良好情形。本人相信以后如果台湾方面有系统地把日本学者的

研究成果整理出来，翻成中文，提供给整个汉学界，则在进行学术事业上一

定有很大的帮助和意义。本人希望以后台湾有关部门也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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