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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初於2008年11月10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與韓國成均館大學儒教文化研

究所在北京合辦的第二屆「國際儒教文化論壇」中發表，其後刊於《哲學動態》2009年
第12期，頁33-36。但該刊編者擅自刪去了所附「研究書目」，並更改文中若干文句，使

其參考價值大打折扣。此處除了恢復原版的內容之外，並補充了最近的相關發展。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央大學哲學

研究所合聘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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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界關於韓國儒學的研究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而其區分點大致

可置於臺灣與韓國斷絕外交關係的一九九二年。在此之前，由於臺灣與韓

國在政治上的緊密關係，彼此的文化交流也極為頻繁。由於當時韓國學生

無法前往中國大陸，臺灣成為韓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主要選擇地點。但

是在這段期間內，臺灣與韓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並不平衡。有大量的韓國學

生到臺灣留學，其中大部分進入與中國文化相關的中文、歷史、哲學等系

所。相形之下，只有少數臺灣學生到韓國留學，此外還有若干教師到韓國

的大學支援中文教學。 

在這批少數的臺灣留韓學生當中，其中一位是蔡茂松。他於一九七 
二年在成均館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退、栗 性理學의 比  
較研究―退、栗의 思想 立場을 中心으로 하여―」，指導老師為柳承國  
教授。蔡茂松於一九八五年由成均館大學出版部出版的《退溪、栗谷 哲  
學의 比較研究》包括其博士論文及後來的教授升等論文。他返臺之後，先

後任教於彰化師範學院及成功大學歷史系，並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韓國

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論文。這些論文除了延續其博士論文的主題，

討論李退溪（名滉，1501-1571）與李栗谷（名珥，1536-1584）的哲學思想

之外，還廣泛涉及張顯光（字德晦，號旅軒，1554-1637）、宋時烈（字英

甫，號尤菴，1607-1689）、鄭齊斗（字士仰，號霞谷，1649-1736）、金昌

協（號農巖，1651-1708）、李象靖（字慶文，號大山，1711-1781）、任聖

周（字仲思， 號 鹿 門，1711-1788）、吳熙常（字士敬，號老洲，1763-
1833）、丁若鏞（號茶山，1762-1836）、李恆老（號華西，1792-1868）、

李震相（字汝雷，號寒洲，1818-1886）、田愚（字子明，號亙齋，1841-
1922）、奇正鎮（號蘆沙，1798-1879）、東學思想，以及李柬（字公舉，

號巍巖，1677-1727）與韓元震（字德昭，號南塘，1682-1751）關於人性、

物性同異問題的「湖洛論爭」。此外，他還有一部專著《韓國近世思想文

化史》。此書介紹朝鮮時代以儒家為主的思想文化，其中一部分係由其教

授升等論文改寫而成。就以上的研究成果而言，他可以說是臺灣的韓國儒

學研究之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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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蔡茂松同一代的臺灣學者當中，對韓國儒學發表過四篇以上論文的

還有王甦、蔡仁厚、戴璉璋與周何。王甦曾擔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他

最主要的貢獻是對李退溪詩學的研究。根據筆者的統計，他先後發表了十

六篇關於李退溪的期刊論文，其中十一篇涉及李退溪的詩學與文學觀。這

些論文大部分收入其《退溪學論集》；其中有關李退溪詩學的論文輯成

《退溪詩學》一書，由李章佑譯成韓文，於一九八一年由退溪學研究院出

版。 

蔡仁厚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他指導

過不少韓國留臺學生的博碩士論文，與韓國的關係頗為密切。他發表過六

篇有關韓國儒學的論文，其中兩篇討論田愚的學行與思想。比較值得注意

的是〈李退溪「辯知行合一」之疏導：兼論日本陽明學派的實踐精神〉一

文。此文旨在澄清李退溪對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誤解。 

戴璉璋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他一共發表了四篇有關李退溪性理學的論文。周何

也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他也發表了四篇有關李退溪的論文，

但重點在於其禮學與經學。在這個階段，韓國退溪學會對韓國儒學研究的

推動功不可沒。 

就臺灣的韓國儒學研究而言，上述的學者屬於第一代。一九九二年以

後，儘管蔡茂松與蔡仁厚仍繼續發表相關的著作，但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

已由第二代的學者接棒。其中，楊祖漢（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延續第一代學者的研究，在一九九○年代發表

了六篇有關韓國儒學的論文，均集中於討論朝鮮前期李退溪與奇高峰（名

大升，1527-1572）、李栗谷與成牛溪（名渾，字浩原，1535-1598）關於

「四端七情」的辯論（簡稱「四七之辯」）。 

另一位關鍵人物是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黃俊傑。他是孟子思想史專

家，迄今已出版了《孟學思想史論》兩卷。1早在一九八○年代初他便發表

                                                 
1 卷一於1991年由臺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卷二於1997年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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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東亞近世儒學思潮的新動向──戴東原、伊藤仁齋與丁茶山對孟學的解

釋〉一文。但其後將近二十年，他並未繼續發表有關韓國儒學的著作。自

一九九八年起，他為臺灣大學規畫並主持「中國文化的經典詮釋傳統研

究計畫」（1998-2000），整合臺灣大學文、法兩學院教師近二十人，進

行共同研究。自二○○○年起，他又負責主持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

越計畫 」項 目之 一： 「東亞 近世 儒學 中的 經典詮 釋傳 統研 究計 畫」

（2000-2004），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團隊。二

○○二年起，在以上兩項計畫的基礎上，他進一步為臺灣大學建立了

「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計畫（2002-2005）。自二○○六年起，「東

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計畫轉型為「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併入

臺灣大學剛成立的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目前他是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的院長。貫穿這前後相續的幾個研究計畫的是「東亞儒學」與「經典詮

釋」兩大主軸。 

從一九九八年起，筆者便參與了黃俊傑主持的這一系列研究計畫。在

二○○○年開始執行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中，

筆者與楊祖漢共同主持一個分項計畫：「近世中韓儒者關於孟子心性論的

辯論與詮釋：比較哲學的探討」。這個分項計畫的重點之一是李退溪與奇

高峰、李栗谷與成牛溪間的「四七之辯」。過去關於這項主題的研究已不

計其數，而這個分項計畫有別於過去的研究之處在於：它是一個跨越三個

文化脈絡（中國、韓國、德國）的比較研究計畫，聚焦於筆者過去長期思

考的「道德情感」問題。 

筆者於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波昂（Bonn）大學提出博士論文《康德倫理

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2在這部論文中，筆者探討「道徳情感」概念

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前期與後期倫理學的不同涵義。康德

在一七六○年代，由於受到蘇格蘭學派與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備處出版。  
2 Ming-huei Lee, Das Problem des moralischen Gefühls in der Entwicklung der Kantischen Ethik 

（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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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78）的影響而承認：無論在道德的判斷還是發動方面，理性與道德

情感之間都有本質的關聯。但在其後期的倫理學系統中，康德將道德主體

僅理解為「實踐理性」，而剝落一切情感因素（包括道德情感）。於是道

德情感不再具有道德判斷之機能，而僅成為道德法則在感性上產生的作

用；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成為「純粹實踐理性之動機」，也就是說，道德

法則必須通 過它， 才能引 發道德行 為。但 康德的後 輩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看出康德將情感因素排除於道德主體之外所可能產生

的理論困難，而將道德情感納入道德主體中，並提出「對義務的愛好」

（Neigung zur Pflicht）的概念；這無異回到了康德早期的倫理學觀點。換

言之，席勒是根據康德早期的倫理學觀點來批判其晚期的倫理學觀點。這

個思路以後為二十世紀的德國現象學倫理學所繼承，其代表人物包括布倫

塔 諾 （ Franz Brentano, 1838-1917 ）、 胡 塞 爾（ Edmund Husserl, 1859-
1938）、萊內爾（Hans Rainer, 1896-1991 ）、謝勒（Max Scheler, 1874-
1928）、尼可萊‧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希爾德布朗特

（Dietrich von Hildebrand, 1889-1977）。 

我們若將孟子的「四端之心」理解為一種「道德情感」，康德倫理學

及現象學倫理學便可與東亞儒學中的孟子學產生理論上的關聯。在中國的

南宋，由於對孟子「四端之心」的不同理解，朱熹（字元晦，號晦庵，

1130-1200）與以張栻（號南軒，1133-1180）為首的湖湘學者之間發生了類

似的爭論。朱熹根據其情、理二分的義理架構，批評楊時﹙號龜山，1053-
1135 ﹚的「萬物與我為一為心之體」之說、謝良佐﹙字顯道，稱上蔡先

生，1050-1103﹚的「心有知覺之謂仁」之說，以及湖湘學者對「仁」的詮

釋。朱熹的觀點近乎晚期康德的觀點，楊時、謝良佐及湖湘學者的觀點近

乎席勒與現象學倫理學的觀點。針對同樣的問題，朝鮮儒者李退溪提出四

端、七情之辨，將四端與七情分屬理、氣，其觀點也近乎席勒與現象學倫

理學的觀點。與他同時的奇高峰則根據朱熹的觀點與他辯難，反對將四端

與七情視為異質的。其後的李栗谷繼續發揮奇高峰的觀點，批評李退溪的

四端、七情之辨。在這三個不同的文化脈絡中所產生的爭辯均聚焦於一個

共同的問題：道德情感是否為一種與自然情感異質的「情感」？或者以中

國傳統的語言來說，四端之心是否為一種形而上之「情」？ 



264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7卷第1期(總第13期) 2010年6月 

vi 

晚期康德的倫理學預設了一個二元性架構，即以「先天的＝形式的＝

理性的」對蹠於「後天的＝實質的＝感性的」，而所有的情感（包括道德

情感）均被歸入後一領域。但謝勒對這種二分法提出質疑。他認為應當還

存在第三個領域，即「先天而又實質的」領域。在他看來，我們的「價值

感」﹙Wertfühlen﹚即具有這種「先天而又實質的」特性。在此，他特意使

用Fühlen一詞，來凸顯「價值感」的主動性，以與一般的被動的「情感」

（Gefühl）加以區別。因此，現象學倫理學對於孟子學研究的意義在於：

楊時、謝良佐、湖湘學者及李退溪等人所理解的「四端」應當屬於「先天

而又實質的」領域，而現象學倫理學為此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哲學論證。筆

者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名為《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

討》的專書。 

楊祖漢的研究成果則輯成《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

一書。此書主要探討朝鮮儒學中的三大爭辯：一是李退溪與奇高峰、李栗

谷與成牛溪間的「四七之辯」，二是李彥迪（號晦齋，1491-1553）針對曹

漢輔（號忘機堂，生卒年不詳）所進行的「無極太極之辯」，三是韓元震

與李柬間的「湖洛論爭」，涉及「人性物性異同論」及「未發時之心體是

純善抑或有善有惡」兩個問題。此外，此書還探討了兩個較小的主題，即

曹植（字楗仲，號南冥，1501-1572 ）對「四七之辯」的批評，以及尹拯

（號明齋，1629-1714）與宋時烈間的「懷尼論爭」。在這五項主題中，除

了李退溪與奇高峰、李栗谷與成牛溪間的「四七之辯」以外，其他主題都

是臺灣學界過去所忽略的。 

這個分項計畫還有一項附帶成果，就是筆者與一批大陸學者（李甦平、姜 
日天、洪軍、崔弘燕）合作，將尹絲淳主編的韓文論文集《四端七情論》（首 
爾：서광사，1992年）譯成中文。中譯本之初稿早已完成，現正由筆者與

林月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仔細校訂，將於近期出版。 

在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五年期「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

計畫（2006-2011年）中，筆者又提出一個五年期的分項計畫「朝鮮後期

的『四端七情』之辯」。此一分項計畫為上述計畫之延續。筆者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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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時翰（號愚潭，1625-1707）、李玄逸（字翼升，號葛庵，1627-1704）、

鄭霞谷、李柬、韓元震、李瀷（號星湖，1681-1763）、丁若鏞與李恆老八

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對「四端七情」問題的看法。此一分項計畫目前

已完成了第一階段（兩年）的工作，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三年）。 

在「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中，總主持人黃俊傑也提出了一個五

年期的分項計畫「東亞儒學視域中的朝鮮《論語》學」。他在「大學學術

追求卓越計畫」階段曾主持分項計畫「德川時代日本儒者對《論語》的詮

釋」，如今將目標轉向朝鮮《論語》學，可視為前一分項計畫之延續。此

一分項計畫目前也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作，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在第二階

段的分項計畫中，除了筆者與黃俊傑的分項計畫之外，還有兩個分項計畫

涉及韓國儒學，即是葉國良（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從韓國的三禮著

作探討韓國對華夏禮儀的融合與轉化」與蔡振豐（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

授）的「東亞儒學視域中朝鮮丁若鏞之經學」。其實，蔡振豐先前已發表

了六篇有關丁若鏞的論文，其中〈丁若鏞的四書學〉一文另有英文版。他

最近又出版了一部專書《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以東亞為視野的討

論》。在「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第二期的七個分項計畫當中，有四

個分項計畫涉及韓國儒學，比例超過一半，可見韓國儒學受到重視的程

度。 

上述幾個關於韓國儒學的研究計畫使臺灣的韓國儒學研究從個人研究

轉向集體研究。它們也重新帶動了臺灣與韓國學術界的交流。二○○四年

十月，黃俊傑應邀到韓國江華島出席「江華陽明學派的定位與現代的意

義」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從東亞儒學視域論朝鮮儒者丁茶山對

《論語》「克己復禮」章的詮釋〉。這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由他和韓國學

者鄭仁在合編成《韓國江華陽明學研究論集》一書，於次年由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出版。 

二○○四年七月，在韓國茶山學術文化財團的贊助下，臺灣大學東亞

文明研究中心組團訪問韓國學中央研究院，以「茶山學與韓國儒學」為主

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隨後，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也於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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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舉辦了「東亞視域中的茶山學與韓國儒學」研討會，邀請韓國與臺

灣學者發表論文。這些論文次年由黃俊傑編成《東亞視域中的茶山學與朝

鮮儒學》一書，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其後，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與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於二○○七年十一月在首爾大

學合辦「朝鮮儒者對儒家傳統的解釋」研討會，會中發表的論文由雙方分

別以中文及韓文出版。韓文本已刊於《한국문화》（韓國文化）第四十三 
期（2008年9月），中文本即將出版。此外，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

院先後於二○○七年六月二十九、三十日及二○○八年三月八、九日舉

辦了兩場關於「東亞論語學」的國際研討會，其中有關韓國論語學的論

文已收入張崑將所編的《東亞論語學：韓日篇》一書，於二○○九年出

版。 

此外，以黃俊傑為主的研究團隊也帶動了個別的學者投入韓國儒學研

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月惠的相關研究。她並不屬於這個團隊，但經常

參加這個團隊所舉辦的研討會，發表有關韓國儒學的論文。迄今為止，她

一共發表了八篇相關的論文，就人物而言，其中四篇涉及李退溪，一篇涉

及盧穌齋（名守慎，1515-1590），一篇涉及李栗谷，一篇涉及鄭齊斗。從

哲學論爭來說，她聚焦於「人心道心」論爭。這些論文已輯成《異曲同

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即將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在其韓國

儒學研究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她特別著重明儒羅欽順（字

允升，號整庵，1465-1547）的影響；第二、其〈「格物」與「理到」：論

李退溪晚年物格說〉一文結合了義理研究與韓文語法分析，是近年來有關

李退溪研究的傑作。此外，她為了研究韓國儒學而苦學韓文，是少數能吸

收現代韓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之臺灣學者。目前臺灣的韓國儒學研究仍在繼

續發展中，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其中，我們可以預期會有更多的相

關成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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