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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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計畫編號1 99H4-3-4-02 執行單位2 哲學系 

出國人員 詹康、羅麗君 出國日期 99 年 12 月 3 日至

99 年 12 月 7 日，

共 5 日 

出國地點3 大陸武漢大學 出國經費4 23,838 元 

報告內容摘要 

本系三位教授與五位博士班學生赴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參加 2010 年 12 月 4 日之

「第三屆南北五校哲學博士生論壇」，並與武漢市其他學校哲學院系、國學院交

流。 

   目的 

參加 2010 年 12 月 4 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主辦之「第三屆南北五校哲學博士生論

壇」。 

過程 

武漢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發起校際的哲學博士生論文研討會，得到復旦大學與北

京大學加入，今年邀請本系加入，共五校 36 位學生（含極少數碩士生）發表論

文，兩岸最優秀的哲學院系齊聚一堂，交流哲思，洵為盛事。 

本系二位教授與五位學生，於 12 月 3 日晚上飛抵武漢，下榻武漢大學內之落珈

山莊。4 日舉行論壇，本系五位博士生發表的題目如下： 

1. 劉夏泱：〈從仁心到公心——從二程「仁說」的差異略論仁之概念的不同內

涵〉 

2. 王鐘山：〈黑格爾與柏拉圖辯證法？——對《邏輯學》開端問題一個段落的

辨析〉 

3. 紀金慶：〈海德格對巴曼尼德斯與赫拉克利特的解讀：一個重估海德格現代

性解決方案的起點〉 

4. 何宗興：〈Kant, Hegel, Aristotle: On McDowell's Criticism of Dualisms in 
Moder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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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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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淑芬：〈愛與漢娜‧鄂蘭〉 

此外，詹康副教授負責評論二篇論文，羅麗君助理教授負責主持一場會議，本系

汪文聖主任中午由廣州趕到，在下午負責評論二篇論文。 

晚上由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朱志方院長在落珈山莊設宴款待五校師生。 

此次之論壇原訂為 4 日與 5 日兩天，因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教授希望搭 4 日的

夜車返回北京與上海，又因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在這兩日另還舉辦一個研討會，所

以臨時決定將本論壇由兩天濃縮成一天。5 日主辦單位為了留在武漢的各校師生

安排了一日的文化參訪活動，地點是湖北省黃岡市的文赤壁與林家大灣。 

6 日本系一行人拜訪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張廷國說該系師資僅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的三分之一，所以定位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延伸系所，以建設特色做

為未來之發展方向，現已延請到鄧曉芒教授為講座教授。 

晚上拜會武漢大學國學院郭齊勇院長，向他請教國學院的教育理念。他說：一、

經典教育。二、不給學生上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通史這類的課，反對

科系分工下的知識分門，強調國學的整全性。郭院長曾於 2002 年來政大授課，

並曾多次來臺，對兩岸學術長處有深入瞭解。 

晚上亦拜會到鄧曉芒教授，瞭解大陸學界對康德、黑格爾等的德國哲學之研究興

盛情形，並探這詢來臺交換研究之可能性。 

7 日下午搭乘飛機返回國門。 

心得、建議事項 

此次會議是研究生的發表會，大陸大學除了教授率隊並在擔任點評學生論文任務

以外，還有院系的輔導老師陪同前往參加。臺灣的系所編制沒有專對學生的輔導

老師，瞻望未來，增設的可能性亦不大，然而應可考慮派遣系所助教參加這類會

議，一方面提升助教的地位，與提供助教另類的在職訓練，另一方面減輕教授的

負擔，少參加不必參加的會，厚植教研實力。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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