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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參訪、出席國際會議與查閱資料） 

 

 

 

 

前往北京進行移地研究並參加兩岸清華大學舉辦的氣論

與中國哲學研討會發表論文 

 

                                                   

 
  
 
 
 
 
 
 

 

      
服務機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徐光台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陸 

出國期間：101 年 1 月 3 日至 101 年 1 月 10 

報告日期：101 年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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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行出國主要的活動有四：（一）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圖書館、

北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二）到北京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訪問與報

告；（三）參加兩岸清華大學共同舉辦「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發表論文，和與會學者交

流；（四）中國社會科學報編輯李文珍針對臺灣華文人文社會期刊對 SSCI、A&HCI、TSSCI、

THCI Core 的做法與態度，在北京訪談筆者。 

 

關鍵詞：兩岸清華大學「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北京移地研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圖書館、北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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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行出國主要的活動有四：（一）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圖書館、

北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二）到北京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少會研究所訪問與報

告；（三）參加兩岸清華大學共同舉辦「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發表論文，和與會學者交

流；（四）中國社會科學報編輯李文珍針對臺灣人文社會期刊對 SSCI、A&HCI、TSSCI、THCI 

Core 的做法與態度，在北京訪談筆者。 

二、 過程： 

1 月 3 日（星期二），清晨六時二十分由清大西院出發，搭高鐵轉往桃園機場第二航站，

搭上午 9:25 長榮航空 BR 176 班機直飛北京首都機場。由於桃園機場行李壅塞，出境入口處

排了三條人龍，每條人龍估計都超過百人以上，大約多花費半小時排隊，幸虧在桃園高鐵站

長榮航空櫃臺報到時，將大件行李托運。接下去就是一連串的延誤。登機報到晚了一刻鐘，

加上機場跑道整修，只剩一條跑道可供起飛，直到十時十分才起飛，下午一點十分抵達北京

手都機場，較預定時間晚了四十分鐘。通關後，就乘機場巴士直接前往市內，下午三時左右

入住物科賓館，方便到附近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與自然科學史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時值元

旦假期，今天仍在放假，因此各圖書館仍未對外開放。 

1 月 4 日（星期三），氣溫約在零度上下。上午九時前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閱善本資

料。由於善本閱讀者較少，善本室改為每週只開放週二與週三兩天，不再於週一至週五開放，

因此只有今天可至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室資料查閱。上午九時持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

研究所開的推薦信，順利地調閱兩本擬看的清初善本書。其中熊山廌撰《新鐫五行秘旨昭繇

闢謬參贊陰陽曆理通書》，經過四年的持續理解，終於領悟其中反映理學與通書的關係。 

1 月 5 日（星期四），氣溫約在零度上下。上午與韓琦同往清華大學圖書館，先拜訪善

本室主任馮立昇先生，而後在善本室查閱資料，特別是萬曆三十五年刊刻《渾蓋通憲圖說》。

下午赴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拜訪吳彤所長與劉兵教授，並以〈中國傳統自然知

識的特性：一個比較科學史的觀點〉為題，做一報告，由劉兵教授評論。雖然時值期末考期

間，參與師生約三十人。提問與討論熱烈，從該所無所長與教授提問中，瞭解該所教師多為

科學哲學出身，原先是哲學系的一組，後來獨立成所，因此喜歡談大的理論，很少針對一個

歷史事件或故事，將其背景與過程進行詳細研究。 

1 月 6 日（星期五），氣溫約在零度上下。上午前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

館，查閱善本資料。通過該所博士生鄭誠協助，從網上取得日本早稻田大學數位化的《佛國

曆象編》檔案。 

下午二時，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四樓會議室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編輯李文珍一個多小時

的採訪有關臺灣華文人文社會期刊對 SSCI、A&HCI、TSSCI、THCI Core 的做法與態度。隨

後，前往北京清華大學甲所報到，準備參加兩岸清華大學共同舉辦的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

入住甲所，此處最早是梅貽琦校長公館。就參觀校園內古蹟。晚上與清華國學院陳來院長和

已報到的五位學者共進晚餐。 

1 月 7 日（星期六），氣溫低於零度。北京緯度較高，直到上午七時半才天明。八時半

開幕式時，窗外細雪紛飛，一幅美景。兩天的會議共有兩篇主題論文與三十篇報告。時程相

當緊湊。在楊儒賓教授與李存山教授的主題報告後，在小雪飄落中與會學者於甲所門前留下

紀念照。 



 5

 

 
 

當天下午第一場，大會安排筆者主持，略盡棉薄之力。晚宴時，北京清華謝副校長加入，

一直強調為同仁服務。楊儒賓告知明早就回臺灣，國學院陳來院長請筆者在閉幕式中做一總

結報告，因此多了一項不輕鬆的任務，當晚就開始準備。 

1 月 8 日（星期日），氣溫略微回溫。為了準備今天最後一場報告，以及閉幕式的總結，

昨晚沒安穩入睡。報告的 PDF 檔一直到講前二十鐘才最後敲定。總結部份因為有兩位報告尚

未見到文稿，一直到坐上報告台前才敲定。最後完成一篇一千六百字左右的文稿，宣讀後陳

來院長和與會學者與聽眾頗為滿意，也算為此次會議劃下句點，希望下次會議能由臺灣清華

大學舉辦。晚餐後，來自臺灣的學者提議到附近走一走，大夥很自然地到校園外的萬聖書園

閱讀與購買書籍。書店雖說給八五折，事實上是九折，還重複算了一本書價，回到甲所才發

現，下次應當場檢查一下購物清單。 

1 月 9 日（星期一），氣溫在零度附近。前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查

閱善本資料。並與該所韓琦、汪前進等研究員討論學術與未來可能的合作事宜。 

1 月 10 日（星期二），氣溫略微回溫。清晨六時半與臺灣大學顏學誠教授摸黑前往頤和

園欣賞冬日的雪景。七時正開門時到達，天色依然黑暗，月兒還掛在樹稍。從東門進入後，

沿著湖邊步向北門，天色逐漸明亮。湖水結凍，一片銀白。十時半回到甲所，退房後就直奔

首都機場。由於機場跑道忙碌，登機延誤半小時，起飛有多候半小時，直到三時多才升空，

因此約於晚間六時才降落桃園機場，回到新竹時已晚間八時，結束八天七夜的北京之行。 
 

三、 心得與建議： 

 

過去兩岸清華大學共同舉辦過多次理工與生命科學會議，這次是首次在文史哲方面共同

舉辦“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從參與者的論文來看，頗能彰顯與雙方學者的興趣與處理

議題的不同。北京清華與大陸學者多沿襲統路數，著重於解說前人著作中說了什麼，似乎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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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提出新議題或新方向。臺灣學者敢於提出新議題，挑戰舊的看法。譬如，政大劉幼銘的〈老

莊氣學〉；中正大學賴錫三〈論《孟子》與《莊子》兩種氣論類型的知識分子與權力批判〉；

清華大學張翔〈氣陰陽五行的數學化及其在傳統中醫和物理上的意義〉，以及徐光台〈明末中

西氣的自然哲學的遭遇與衝激：以月蝕為例〉。 

質言之，建議未來兩岸清華大學應加強文史方面的交流，將下次會議移到新竹來舉辦，

以增加臺灣在文史方面的影響力。 
 

四、 附錄： 

附件一：攜回資料名稱 

1. 北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兩岸“氣論與

中國哲學＂研討會論文集》（會議論文稿），北京：清華園，2012 年 1 月 7-8 日。 

2. 北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兩岸“氣論與

中國哲學＂研討會論文手冊》（會議論文稿），北京：清華園，2012 年 1 月 7-8 日。 

3. 宋黎明，《神父的新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 龐乃明，《明代中國人的歐洲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5. Tobe Huff 著， 周程、于霞譯，《近代科學為什麼誕生在西方》，北京：北京大

學出版社，2010。 

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7.《歷史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2011 年 12 月，總 334 期。 

8. 劉又銘，〈儒家哲學的重建—當代新荀學的進路〉，收入汪文聖編，《漢語哲學

新視域》，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11，頁 157-182。 

 

附件二：〈「兩岸“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總結〉（徐光台） 

由於楊儒賓教授已乘現代的大鵬鳥遨遊九天之上，回到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由我來代為

總結。 

首先感謝陳來院長，願意與臺灣清華大學共同舉辦兩岸“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事

實上絕大部份的工作都是北京清華負責與承擔，這是我經歷最好的會議之一，由衷感謝陳院

長領導的團隊，特別是翟奎鳳博士，與許多協助會議的助理，提供的各項服務與協助，譬如，

與會者的桌上名牌是毛筆書寫的，使此次會議得以順利進行與完成，讓與會者身心都感到和

氣與溫暖。 

過去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儒學主導的文化，有關儒學的各式各樣的會議非常多，然而，

從氣的觀點來看的話，傳統文化有一個更寬廣的基礎，不難發現它就是氣文化。戰國時代已

形成氣文化中，從那時以降，儒道釋在不同時代，從文本、修煉等不同側面，來豐富、分受

此一氣文化，融入文化的各個面向，在經典、出土文物、文本與小說中，留下非常豐富的題

材，值得研究。 

在面對氣文化浩瀚的題材中，在兩天密集報告與討論，共有兩篇主題報告與三十篇論

文，粗略估計與會者對上述三十二篇論文報告提出大約超過八十個以上的問題。這次會議，

主題雖是“氣論與中國哲學”，內容含括很廣，大致可歸為下列幾個方向： 

1. 有三篇論文從整體面來談氣，如李存山教授〈氣論對中國哲學的重要意義〉；喬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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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論中國自然哲學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態意義〉；張連良教授〈論氣在中國哲學中的地

位〉。 

2. 許多篇專論個別哲學家的氣論思想或專著，白奚教授論《管子》的精氣與神明理論。

李景林教授〈孟子養浩然之氣說之本體論意義〉；彭國翔教授論董仲舒身心修煉的功夫論；曾

振宇〈氣占考論—以李淳風氣占為中心的討論〉；林樂昌〈宋儒張載氣論研究〉；侯道儒〈程

頤對天人感應說新解讀〉；林永勝教授〈從養心與養氣以變化氣質為線索來重探程頤的工夫

論〉。朱熹受到較多的研究，如陳來院長〈論朱子哲學中作為生氣流行的仁體〉、丁為祥教授

〈從生物之具到生存基礎：朱子理氣觀中的氣論思想〉、楊立華教授〈朱子《太極圖說解》的

本體論建構〉、吳震教授從祭祀來談朱熹論鬼神。此外，張學智教授談氣與劉蕺山對明代哲學

的總結；向世陵教授從先秦文獻，特別是孟子到宋代理學家處理〈兼愛、無父—一氣、一理〉。 

3. 四篇與道家或道教有關的論文：劉又銘〈老莊氣學〉；賴錫三教授〈論《孟子》與《莊

子》兩種氣論類型的知識分子與權力批判〉；陳霞〈水輔、氣化與道生〉；張昱〈道教的氣化

三清說︰孟安排《道教義樞》的認識建構〉。 

4. 有四篇從工夫論角度來看，楊儒賓教授〈鼎爐、行炁與勇德〉；彭國翔教授論董仲舒

身心修煉的功夫論；林永勝教授〈程頤的涵養論論〉；王楷〈治氣、養心、修德：早期儒家自

然人性論背景下的修養進路〉；簡良如教授〈對先秦儒家樂論中“氣”的外緣研究〉。 

5. 就像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需要運煤，而在十九世紀初開鑿運河，穿越山壁，切割後的

山壁呈現地質學的地層，以及其中的化石，成為地質學研究的 archive。近三十年來的經濟發

展，大量的交通建設與開發，出現豐富的出土文獻。在此一趨勢中，王中江教授〈《凡物流行》

“一”的思想構造及其位置〉；曹峰〈《恆先》的氣論〉；黃冠雲〈聖氣與玄同〉（馬王堆文獻）

與范麗梅有關楚簡〈性自命出〉亟治德的身心氣書寫。  

6. 有兩篇論文處理氣與祭祀。吳震教授從祭祀來談朱熹論鬼神；林素娟從儀式中的氣

氛，器物的氣味，與身體中的體氣，調和其德性。 

7. 有幾篇論文涉及自然哲學，如陳霞論文副標題〈試論道家關於萬物起源及生成的自然

哲學思考〉；喬清舉教授〈論中國自然哲學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態意義〉；徐光台〈明末中西

氣的自然哲學的遭遇與衝激：以月蝕為例〉。 

8. 此外，顏學誠教授從人類學角度來談〈氣、感應與單方道德主義〉，張翔〈氣陰陽五

行的數學化及其在傳統中醫和物理上的意義〉，各有其特色。 

由於今天是 2012 年 1 月 8 日，在二十一世紀初舉辦的這次會議，無疑地受到明末耶穌

會士利瑪竇以降，兩次西學東漸的影響，藉著西方創用的學術語詞來介紹與氣有關的各個問

題。如果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特色，不但是傳統的，還延續到現代，我們應創些新語詞來進

行論述，譬如，劉又銘〈老莊氣學〉；張翔「混沌波動說」等等。 

雖然過去已有不少關於氣論多面向的研究，似乎未見“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因此，

這次會議在學術史有其特殊意義，可能是首次專注於此一議題。參與者包括哲學家、思想史

研究者、人類學家、史學家與科學家，進行跨領域課題研究與交流。 

這次“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還具有一個特殊的意義，陳院長昨夜晚宴中提到，兩岸清

華在理工等領域已有多項合作，此次會議應是兩岸清華在文史哲方面首次合作，往後雙方都

有意願繼續下去。最後，再次感謝陳院長與其領導的團隊，希望在不久的將來在臺灣清華或

在此能夠再次看到或聽到各位的新成果。祝大家身心氣爽與新年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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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字： 

 
兩岸清華大學「氣論與中國哲學」研討會、北京移地研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

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圖書館、北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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