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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出國成果報告書 

計畫編號1 99H4-3-4-02 執行單位2 哲學系 

出國人員 汪文聖 出國日期 99 年 10 月 8 日至

99 年 10 月 12 日，

共 5 日 

出國地點3 大陸上海復旦大學 出國經費4 11,162 元 

由於此次赴上海有雙重任務 – 參與會議及簽訂合議書，旅費獲得雙方面 – 個人國科

會計畫與頂尖大學計畫 - 的補助，故在報告中將對這兩項任務均有所涉及，這也說明了出國

日期歷經有五日之久。 

以下將針對兩項任務將「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做報告。首先是針對參加上海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現象學與神學」會議，然後是針對本系與上海復旦大學哲學院的

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在本文後將附協議書內容，以及本人簽約的相片。 

                                                 
1 單位出國案如有 1 案以上，計畫編號請以頂大計畫辦公室核給之單位計畫編號 + 「-XX（單位自編

2 位出國案序號）」型式為之。如僅有 1 案，則以頂大計畫單位編號為之即可。 
2 執行單位係指頂大計畫單位編號對應之單位。 
3 出國地點請寫前往之國家之大學、機關組織或會議名稱。 
4 出國經費指的是實際核銷金額，單位以元計。 

 
 
 
 



一、 參加會議 

1. 目的 

本人參加 10 月 9-10 兩日於上海同濟大學舉辦的「現象學與神學」學術會議，旨在對本人的

國科會研究計畫做一成果發表，在發表中去瞭解中國大陸與香港學者對於該主題的研究概

況，作為爾後個人及本系進一步與其他學者及學術單位學術合作的參考。 

2. 過程 

本人於 10 月 8 日啟程赴上海，隨即接送至同濟大學的專家樓，並參與人文學院院長孫周興教

授主持之歡迎晚宴。9 日上午在人文學院院址開始進行會議，開幕典禮由同濟大學副校長、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會長與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共同

主持。隨即開始兩天共 26 篇論文的研討會。本人發表的論文是「海德格究竟主張神學性的哲

學或哲學性的神學？ - 與胡塞爾及鄂蘭立場的比較來看」。在會議期間的茶敘、餐飲時間，

與會代表皆能盡興的交流，增進彼此的瞭解。大會並安排於 10 日下午赴上海世博會參訪，體

驗這世紀性的盛會。 

3. 心得及建議 

參加此會議有感於中國大陸學者的眾多與人才濟濟，後起之秀亦如雨後春筍；對於西方哲學

的根源 – 神學 – 的重視，亦顯示中國大陸學術之已漸脫離意識形態，而能往深刻的哲學

背景去探究。現象學學會始終為大陸學術界中頗引人矚目的學術組織，其歷年來所舉辦的學

術研討會水準也較高。台灣國內學者應積極與之合作。此合作對象不僅限於學者專家，更應

擴及學生。 

二、 簽訂協議書 

1. 目的 

本人於 10 月 11 日赴上海復旦大學哲學院簽訂本系與該院的學術合作協議書，旨在促進兩校

哲學院與系間的具體學術交流活動，涵蓋面包括教師、學生之互訪，學術期刊交流、會議的

共同籌辦等等。本校已與其他兩岸三地共四校共組織南北哲學論壇研討會，也與其他的兩岸

共五校共組織兩岸五校南北博士生論壇研討會，而復旦大學皆為其中一校。故本系在與復旦

簽訂協議書之基礎上，可更拓展與其他參與論壇的學校哲學系簽訂學術協議書。本系的師生

和大陸及香港地區的頂尖大學師生將有更密切的學術合作關係，得以促進彼此的學術進展。

2. 過程 

10 月 11 日上午九時本人赴復旦大學光華樓哲學院館與該院院長吳曉明教授簽署學術合作協

議書，該院副院長孫向晨等教授作陪。此協議書的簽署係兩三年來兩院系間的密切交流後所

建立之訴諸文字的交流協定。2008 年 9 月本人首次赴上海訪問復旦大學哲學院，曾對院長與

其他教師介紹本系概況。在與孫向晨教授的努力下，讓原先進行有三屆的北大與復旦大學的

南北哲學論壇研討會，擴及本系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加入，而成為兩岸三地四校南北哲

學論壇研討會。第四屆的四校研討會於 2008 年由復旦大學舉辦，第五屆則為本系於去年舉

辦。2010 年 12 月則由香港中大哲學系舉辦第六屆。2009 年上半年度復旦大學哲學系教授林

宏星擔任本系客座教授。這些既有的學術交流，對於此次的協議書簽訂做了準備。而自今年

 
 
 
 



起，本系亦加入了北大、復旦、廣州中山與武漢大學哲學院系合組的兩岸五校博士生論壇會

議，也顯示了本系與復旦大學交流的密切。在此既有基礎上，當可維持並推動更進一步的交

流活動。 

3. 心得及建議 

本系與復旦大學哲學院簽訂學術協議書蘊釀已久，本系之目的是以該校為基礎，再與其他大

陸之頂尖大學締結學術合作姊妹院系的關係。在簽約的行程中，本人亦觀察到復旦大學已定

期邀約歐美知名學者來校授課，且據聞因其教課方式之嚴謹與豐富而很為學生好評。在今開

放陸生來台求學的政策之下，國內的哲學單位是否可吸引陸生來台，這一大部份當取決於台

灣的哲學授課方式與內容是否能吸引陸生，否則他們寧願赴歐美去留學。故在學術合作關係

進一步建立後，值得共同思索的是兩岸間面對華人如何教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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