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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出國赴日本出席兩個國際哲學學術會議，分別為在橫濱大學舉辦之「The 

13th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tilitarian Studies: Happiness and Human 

Well-Being Reconsidered, Concept, History, and Measurement (ISUS 2014)」，以及在京

都大學舉辦之「The 2
nd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The 2

nd
 

CCPAE)」，前一會議以倫理學中的效益主義為主題的專題哲學會議，而後一會議

則以東亞國家之哲學交流為主。本人在兩會議中宣讀兩篇論文，題目分別為

「Mill’s Utilitarianism and His View of Moral Normativity」與「Duty, Supererogation, and 

Utilitarianism」。其間並參與應慶應大學 Narita Kazunobu 教授之邀參與其

「well-being」研究計畫與倫理學工作坊，參與者除日本學者，也邀請英國牛津大

學（Oxford University）之 Roger Crisp 教授以及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

之 Ben Bradley 教授，前者以品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A Third Method of Ethics?）

為講題，後者以死亡的倫理意涵為講題（How Should We Feel About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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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 ISUS 2014 

「目的」 

ISUS 會議為國際學界對於效益主義之理論的國際學者社團，專注於倫理學相

關的議題，此次會議以人類福祉的研究為主題，頗符合本文專長之領域，尤

其，近年來，我在倫理學（不論是規範倫理學或後設倫理學）的研究頗有一

些心得，發表之論文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參與會議可更廣泛與此一領域的

學者互動，也是我個人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的目的。 

 

「過程」 

此次會議，個人發表一篇論文，題目為「Mill’s Utilitarianism and His View of 

Moral Normativity」，主要是針對當代學界在道德之規範性的議題，以個人幾

年來在教學與研究之心得對此一議題提出論述，論文之論路是重新檢討 19 世

紀效益主義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的理論，並由此來說明並主張，當代英美

學界在道德規範性之議題的論述上可以檢討之處。此次 ISUS 2014 的會議有

三天，會議的進行包括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專題論文，圓桌論壇（round 

table discussions），小組主題討論（proposed penal）等，約有 120 篇左右的論文

發表。我的論文的發表被安排在 8-21 下午 14：45-16：30 的場次，同場次發

表的學者包括東京大學的 Keiichiro Yamamoto 教授以及 Gothenburg 大學的

Inmar Persson 教授。 每位論文發表人有 35 分鐘宣讀與討論的時間。雖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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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限，但討論頗唯有意義。如此支多的論文，但同時段卻經常有 4 個場次

（10-12 篇論文）同時進行，只能選擇性參與。 

 

「心得及建議」 

參與並在國際會議中發表論文是學者間的直接互動，這使個人能在獨自的研

究之外，獲得更為直接的衝擊，包括接觸書本與期刊之外的新的理論與思考，

尤其是，不同學者直接論述其對某一議題的理解與論述，在會議中論辯，這

或許能夠使得學者有意外的收穫，如此，這能夠使一個學者的研究因而有額

外的幫助。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這在目前已是學界的常態。 

 

2. 訪問並參與 Narita 教授之研究與倫理學工作坊  

 

「目的」 

日本慶應大學的 Natrita 教授是日本倫理學界頗為知名的學者，我和他相識於

2012 年北海道大學所舉辦的應用倫理學會議場合。此次之訪問並參與其研究

計畫，主要是因我們在研究上的共同興趣，當他得知我將參加在橫濱舉行的

ISUS 會議，他問我有無興趣參加他的研究計畫，因為他在 ISUS 之後將舉辦

一個倫理學議題的工作坊，除了邀請一些日本學者餐節，他也特別要求牛津

大學的 Crisp 教授以及美國雪城大學的 Bradley 教授專題演講。為此，我也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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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訪問並參加這個工作坊。 

 

「過程」 

這個訪問主要是以 Narita 教授的研究計畫為主，主軸是所關切的倫理學議題：

福祉的倫理意涵，除了 Narita 教授的說明以及參與學者的意見之外，整個工

作坊的進行以所邀請的兩位英美學者的專題演講為兩個主要活動。英國牛津

大學的 Roger Crisp 教授的演講主題是關於當今倫理學界對品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討論，Crips 教授在國際間是頗為知名的倫理學學者，其對效益主義

以及其他倫理學議題的著述，頗受討論與引用。這次他對品德倫理學的說明

採取較為同情的態度，不過，在會場有些些人不認同。他以為，品德倫理學

學者如 Hursthouse 的確對於行為對錯的標準提出一套論述。但，我以為，這

個品德倫理學的原則並不那麼可靠。Bradley 教授也認為，如果要對品德倫理

學原則辯護，那麼，不同的理論也能得到相同的辯護。 

這個工作坊的另一項主要演講的講者是 Ben Bradley 教授，他討論死亡如何是

惡的。一般是以某種後果論來說明為何死亡是惡的，例如死亡帶來不可接受

的後果。但，這個理路其實不太通，因為，死亡的後果不一定是不好的或更

不好的。這個議題涉及價值理論的主張，而 Bradley 教授的演將主要是對於常

見的思路（例如前述的後果論）提出一些說明與批評，雖然，最後需要依靠

價值理論（如生命的意義）才能對死亡的倫理意義提出完整的說明，這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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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的結論。 

整個訪問主要是參與工作坊以及相關的討論。 

 

「心得及建議」 

這次參加這個工作坊的理由，除了與 Narita 教授相識，並且是順道（因為在

ISUS2014 之後），另一個理由是，意圖增進與日本哲學研究之學者的交流。

以往，台灣哲學研究者與日本學者的交流相當有限，台灣學者反而與更遠的

歐洲與美國學者有更多的交流。這雖然有其原因，但，東亞鄰近的國家之間

的哲學學者沒有理由彼此孤立。這是我個人第一次參與這樣的訪問合作。我

個人以為，這應該是有益的。 

 

3. 出席 The 2
nd
 CCPAE 

 

「目的」 

這個會議主要意義是促進東亞地區哲學學者家的交流，第 1 屆的會議在台北

的中研院舉辦，這一次在日本的京都大學，下一屆（2016）將在韓國首爾舉

行。參加這個會議，也就是，經由發表論文以及討論，這的確有促進學者交

流的意義。雖然如此，參加這個會議，我個人發表一篇論文「Duty, Supererogation, 

and Utilitarianism」，目的是將我近年來在教學與研究上的一部分想法作一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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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是大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過程」 

這個 The 2
nd
 CCPAE 會議的性質類似於台灣哲學學會年會所舉辦的學術會議

（類似於美國或澳洲哲學學會的會議），所以，論文的領域涵蓋甚廣。會議的

論文發表的主題包括中國哲學研究，歐陸哲學，英美哲學以及佛學等。會議

進行兩天，形式包括 5 個主題演講（第 1 天 3 場，第 2 天 2 場）以及 92 篇論

文。一天有 7-9 個論文發表時段，每一時段同時經常有 6 個發表議場。所以，

會議議程頗為緊密。我的論文發表在第 2 天（8-29）下午 16：10-16：40。我

的論文主題屬於規範倫理學的議題，是我多年來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這篇論

文論說，supererogation 這個議題為何能夠被古典效益主義者以所處理，而不

需犧牲其理論一致性。 

 

「心得及建議」 

這相會議的特質屬於東亞哲學界的交流活動。這的確是有意義的，隨著整個

世界局勢的變化，這樣的會議的確有其脈絡意義。 

 

這次出國開會的報告中，每一個活動的第 3 項是「心得與建議」，我個人有些

心得，也做了報告。不過，我沒有提建議，畢竟，這些活動都不是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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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4. 附錄 

以下所附是這次出國所參加的兩個會議的議程，所發表之兩篇論文的 PPT

檔，以及工作坊的兩篇主題演講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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