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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林遠澤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漢學」(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原是歐洲傳教士發明的概念，在學院建制

化後，即被用來泛指對於中國文化或華人社會之各種方面的學術研究。它過去先是

從外國傳教士的觀點來看中國，因而似乎先天就帶有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前見」

或「偏見」。在漢學研究的影響下，以西方哲學、宗教與文學等既有的理論，來分

析或解釋傳統的中國文化，似乎才夠資格稱得上是具有學術性的知識生產。為對抗

這種「漢學主義」所隱含的西方文化霸權，當前日益興起的「國學」研究，則相反

地走向完全拒斥以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文化之合法性的道路。我們現在仍有許多漢學

研究機構，但同樣的，尤其在大陸地區，則有更多的國學研究機構紛紛設立。漢學

的漢學主義與國學的傳統主義，做為對立的兩端，它們相互激盪所掀起的波瀾，並

無法扭轉整個漢學研究走向沒落的趨勢。當前的 Chinese studies在全世界範圍內，

大都開始轉型成對於中國之政經現況的區域研究，然而那已經是屬於社會科學實證

研究的議題。而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則大都轉向對各地區華人社群的田野調查，

而那卻是屬於民族學或人類學的經驗研究範疇。 

研究中國經典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語言等的「漢學」日後應何去何

從？它是否能被建構成一獨立而完整的知識體系？它的重要性是否能被真正地證

成？這些橫亙在漢學未來發展之前的難題，是本專刊要以「漢學人學」的提案，來

加以超克的一種嘗試。「漢學人學」嘗試透過具文化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哲學研究，

從文化創造的主體性反思，回答「人是什麼？」的「哲學人學」問題。把漢學看成

是外國學者對於古代漢人高層文化的研究，這其實是相當狹隘的觀點。漢學研究的

中國詩詞、書法、繪畫、儒、釋、道哲學與宗教等等，最初的確都是古代漢人所創

造出來的文化表現型態。然而，我們現在之所以仍然接受使用「漢學」一詞，主要

並不是因為它是古代漢人創造的，而是考慮到「漢學」的提法所具有的世界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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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漢』學」之「漢」，可以無涉於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涵義，而僅是標舉

它所研究的這些具有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內涵，在世界上具有獨樹一幟的地位。相反

的，若我們把這些研究當成是「國學」，那麼這些漢學研究的內容，就反而會再度

被侷限在文化種族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的窠臼中。 

文化是人類自身創造的。更精確地說，文化是處身在特定時空之生活共同體中

的一群人所共同創造的。在古代，生活共同體的構成的確大都來自於血緣關係，但

隨著（人口與思想的）遷徙與移入，創造獨特文化類型的生活共同體所代表的，與

其說是一個單一的民族，不如說是一種建立在交互主體性之上的客觀精神。一個生

活共同體所創造的文化，如果具有在世界史意義上的獨特性，那麼創造它的那一群

人，即共同具有與創造其它文化型態之群體不同的主體性。構成這種主體性的主要

因素，並非來自於自然的血緣關係或政治上的國籍歸屬，而是對特定的文化表現內

涵具有共通感的自我認同。漢學的研究對象因而不必限於血統上的漢族或國籍上的

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而是那些已經表現在中國文學、哲學、宗教、藝術，或華人

社會的生活習性與倫理實踐中的客觀文化內涵。 

漢學的研究領域若是如此廣泛，那麼它的知識內涵勢必極為零散、不成體系。

它的研究若僅是點點滴滴，其研究的重要性當然也就可有可無。但我們切不可忘

記，文化是人創造的。無論文化殊多層面的表現有多麼多樣的可能性，在它背後始

終有一個統一的存在基礎，那就是人本身。若文學係做為人對世界之美學感受性的

表達、神話做為想像力的發揮、語言做為對世界最具根源性的認知建構、宗教做為

有限存有者與無限存有者互動的中介規定，那麼透過漢學的研究，讓我們能從中國

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倫理實踐，彰顯出那些能建構這些文化表現的主體性

基礎，亦即對於人的感性、知性、想像力、意志與信仰等機能與作用（連同它們在

運作中所主要使用的概念範疇與基本原則）提出整體而統一的說明，那麼我們就能

對「人是什麼？」的問題，提出我們自己的「哲學人學」觀點。從而得以在這種

「漢學人學」的研究觀點中，將漢學多方面的現象觀察與經驗詮釋，建構成一獨立

而完整的知識體系。 

「漢學人學」的研究提議，因而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首先，它使我們對於

「人是什麼？」的問題，能更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理解的可能性。我們雖然深信人類

有共同的本性，但在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上，我們過去卻一直都只聽到來自

西方的聲音。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中，人的感性、知性、想像力、理性與意志等主體

性的能力，主要是從操作數學運算與科學原理的理性存有者身分來加以界定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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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何以不能從漢語的語言結構看出人類具身的知性思維模式、從中國文學發現

人類美學性的感受能力、從中國人的歷史經驗突顯出人類非線性的時空觀，或從中

國哲學的理論模式看出天人合一之非二元論的理性總體觀？由此可見，研究漢學人

學的重要性，首先即在於，它可以使我們聽到有關「人是什麼？」的不同聲音。 

其次，無可諱言地，那些我們今日用來研究中國文化與華人社會、並且事實上

已經在大學等研究機構中被建制化完成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主要都來自西方。這

些西方理論有些是適用的，因為它們當然也涉及到一些東、西方人性共通的成分，

但有些卻僅是來自於西方文化的特殊內涵，它們因而並不適用於解釋中國的文化與

社會。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不是憑空而來，現代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起源於浪

漫主義對於各民族文化的重視，經十九世紀精神科學的系統化，才逐漸建制成為今

天的人文社會科學。若漢學人學的研究能帶動關注華人文化的浪漫主義復興，並透

過嚴謹的文化科學之邏輯原則建構，從而達到對華人文化創造之主體性的哲學人學

理解，那麼我們也將能夠，建立足以分析與詮釋我們自己文化的人文社會科學

基礎。 

在漢學人學的提案下，本專刊此次刊登了五篇論文。在這五篇論文中，李明輝

教授首先透過康德的文獻，界定了做為文化創造之主體性的「人」，應是一種具

「人情性」(Menschheit) 意義的人，而非僅止於具有「動物性」或「人格性」的

人。透過康德與盧梭的對比，李明輝教授非常有啟發性地指出，惟當人以成就自身

做為具有道德人格性的人為終極目的，人的人情性才能不至於墮落，而得以成為文

化創造的主體性。無獨有偶，楊儒賓教授透過在反理學思潮中的「相偶論」，也特

別著重指出，儒家的心性論不能忽視「情性主體」的重要性。來自清代阮元的相偶

論，係以社會性的人倫關係來批判在理學之心性論中道德主體的超越性。但相偶性

意味著在自我主體之中即有一內在的他者，如此兩者之間方有相偶關係可言。就此

而言，相偶性即不能停在社會關係中來理解，而是應從情性主體來理解。情性屬於

自然氣化的層次，氣化流行使得具有情性的氣化主體，能與世界具有共在性。人的

主體性因而不是獨我論的個體，也不是超越的道德主體，而是在其自身中即擁有可

以共感的他者性。以相人偶來理解「仁」這個心性主體，它因而同時對於透過體道

經驗而確定的道體論內涵有所影響。天人合一或物我一體的一體論，不能離開相偶

論，如此才能始終保有人做為有限存有者的個體性。 

透過楊儒賓教授對於相偶論在心性論與道體論所進行的兩重提昇，此種漢學人

學的研究觀點，非常能突顯出中國哲學在哲學人學討論中的一個主要特色。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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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的人學觀點，絕非只停留在「萬物之靈」的層次上，透過人類在生物進化

層級上所佔有的較高位階，而從他不同於（或複雜於）其它動物的層次，來回答

「人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透過天的無限性，來對比人之雖有限而可無限的存在

性格。天人雖能合一，但天人也應不相勝。在此分位下，透過天人、人我與物我關

係的照顯，「人是什麼？」的問題，才能令人朗然明白。賴錫三教授的論文，即接

著透過《莊子》一書的疏解，說明中國道家如何在天、人、物的三緯關係中，描繪

出人的存在其實是處在一種不斷走出自我並向世界敞開之遊動狀態中的人學圖像。 

在儒、道的哲學人學討論之後，陳榮灼教授與陳康寧教授的論文，則從漢學所

研究的中國詩詞與書法藝術，來具體探討創造中國文化之華人主體性的特色。陳榮

灼教授充分掌握到，詩歌其實是人類最根源的語言，詩歌在語言被工具化後，透過

它對固有文法的破壞性創造，帶領我們回到人對世界或存有的原初經驗。透過海德

格詮釋賀德齡詩歌的啟發，陳榮灼教授認為李白詩中著重對於月亮、江河與時間倏

忽感的抒發，實是晚年海德格要藉著賀德齡詩歌的詮釋，來表達他對存有之時間性

的掌握。就此而言，從漢學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來看，我們即可分析出，李白的詩

同樣能帶領我們回到華人對於世界或存有的原初感受，它因而能表達出華人文化之

為華人文化的「中華性」。而陳康寧教授的論文，則讓我們清楚看到，中國人的美

學感受性，並不是主要放置在作品欣賞的判斷力分析之上，而是著重在藝術創作者

的身心感受或在藝術實踐的美學修養工夫上。書法之藝術創造的實踐，在準備與開

始運筆的過程中，都充滿著自我修養與通往他者的倫理內涵。以書法創作的主體為

例，做為中國文化在藝術創造方面的主體性，都內在含有工夫修養的倫理涵義，這

種特性非常值得我們在漢學人學的架構中，加以深入探討。 

本專刊五篇論文，俱是一時之選。他們的討論既總結了過去相關領域的研究成

果，也開啟了新的研究觀點。這些論文對於漢學人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非常值得讀者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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