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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每一所歷史悠久、學術底蘊豐厚的大學，莫不設立有其

代表性的講座，以彰顯他們對於人類文明的關注，與對時代問題的深刻

反思。如同設立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吉福講座（The Gifford Lectures），

在它設立超過百年以上的歷史中，不間斷地探討對西方文化至關重要的

自然神學問題。而在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耶魯大學等校輪流舉辦

的「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則是

當代思想菁英精銳盡出的講壇，當代許多重要的思潮，可說都是透過這

個講座醞釀產生的。本校在2018年接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劃補助成立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亦自覺有使命應在台灣設立一個專門研究

華人文化的講座，以提高華人文化研究的國際能見度與學術水平。為此

之故，我們乃設立了「政大華人文化講座」，期待能在華人學術圈中催

生創新的思潮。

在國際的學術傳統中，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一向被歸入「漢學」

的研究領域。但不容諱言的，全世界的漢學研究正在不斷衰退中。面對

中國的崛起，漢學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逐漸被更重視政經情勢的區域

研究所取代。我們設立「政大華人文化講座」，因而還有一個理想的期

許存在。亦即我們期待這個講座的設立，能同時帶動漢學研究典範的革

新，以使華人文化的研究不僅不局限在傳統的漢文化，也不僅落入政經

實務考查的區域研究，而是能使華人在其文化創造中所呈現出來的世界

觀、宗教觀、價值觀與美學感受等，也能被掘發出來，而做為全人類都

可以共享的精神財富。



中國古典思想中的譬喻與類比：個人、國家與社會的治理ii

本中心設立四個研究群，分別從「華人思維模式」、「華人宗教

性」、「華人倫理實踐」與「華人數位人文」等四個向度，來研究華人文

化主體性的內涵。在革新漢學研究典範方面，我們中心的四個研究群，

即分別以建立「漢學人學」、「多元漢學」、「實踐漢學」與「數位漢學」

的研究典範為目標。其中，類比於「哲學人學」係透過哲學的反思，

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我們所謂的「漢學人學」則是透過研究

華語語系的文化表現，反溯處身於其中的那些具體個人，他們的思維、

感受、時空概念與超越性等模式究竟如何得到表現，以能回答「華人是

誰？」的問題。透過「漢學人學」的研究進路，我們希望一方面能建構

一種既非基於血統、亦非基於國籍等政治身分的華人概念，另一方面則

希望「人」的概念，不僅以西方人的模式來理解。

一旦「華人」的概念，可以透過反思文化的現實表現而建立起來，

那麼「華人」的概念即可以容納多元的主體性。這也就是說，漢學可以

不限於研究中國傳統，而是以華人當前的生活世界為對象。這樣的研究

特別適合於海外華人文化的研究，因為華人在海外（例如在東南亞），

由於建構自我認同或凝聚族群團結的需求，經常反而保持了更多的傳統

文化要素，他們面對多種族、多宗教的挑戰，不斷為華人文化做出新的

轉型。海外的華人社群因而為華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極為合適的田野

調查場域。而我們針對不同華人社群的研究，也因而可以開展出一種

「多元漢學」的研究典範。

華人文化的發展雖然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但在當代公民社

會中，僅透過對於傳統儒、釋、道經典進行現代詮釋，似乎仍不足以

為華人的文化發展找出具有行動指引作用的主體性。我們因而一方面站

在「公民儒學」、「公民佛教」與「公民道家」的觀點，反思中國傳統的

儒、釋、道思想在當代的公民社會中，是否或如何仍能為華人社會的文

化發展提供行動的意義基礎與批判的反思；另一方面，則從人文臨床的

理念出發，致力為華人社會提供意義治療與關懷照顧的倫理療癒思考。

我們提出的「實踐漢學」的研究構想，因而正是一種立足於台灣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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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的華人社會做為倫理實踐之文本分析的研究構想。而為使傳統的

漢學研究在研究工具與研究方法論上也能得到革新，我們並致力在「數

位漢學」的構想中，持續建構漢學研究的資料庫與運算平台。

基於上述的成立背景與研究目標，本中心在設立「政大華人文化講

座」之後，即開始邀集國、內外學術聲譽卓著、對華人文化主體性相關

研究議題具有創見的學者，在本校舉辦一系列五個講次的專題講座。經

過這兩三年來的努力，我們已經舉辦過六場的講座，討論的議題包括語

言學、宗教學、中國哲學、文學、文化哲學與比較哲學等議題。現在我

們逐步將這些講座的內容整理成專書，期待透過這個系列叢書的出版，

能大力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交流，厚植新漢學研究典範的基礎。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　林遠澤

序於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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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國立政治大學開設講座，並與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

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及獨立進行研究的哲學家們一同參

與工作坊，是我的榮幸，也是一段充實飽滿、令我獲益良多的經歷。眾

與會者貢獻了他們對中國哲學傳統的深刻認識，而我的這次講座及諸多

過往著作所用心著力之處，恰恰在於開啟此一傳統與美國學界盛行的當

代哲學之間的對話。這本書誕生於來自不同傳統與不同社會的哲學家之

交會。

我深信下列看法，並嘗試藉由這次講座證明其正確性：中國哲學裡

蘊藏著豐富的思想資源，值得所有人持續從中學習；並且，不同傳統的

交流能夠交互映輝、教學相長，嘗試理解並闡釋那些影響力橫跨千年的

關於個人、社會與道德的思想，能夠為當代境況提供嶄新洞見。將古老

觀點轉譯為現代語言，是我們這些在世哲學家的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

我的嘗試永遠都不會是完美無瑕的，而且我每次在完成一部哲學作品

後，都總會希望我能夠想得更多、寫得更好。我歡迎且感謝每一位在本

書中質疑與挑戰我的評論人，並希望我對他們的回應有切實地改善我的

論述。我對馬愷之與王華的感激無以復加，這兩位哲學家是我這次線上

訪問的主事者，是他們讓困難重重的網路溝通變得相當愉快。

在寫作本書的當下，我對我所屬的美國社會既懷抱希望，又有著深

深憂懼，而且後一種心情要比前一種來得更為強烈、揮之不去。反觀臺

灣社會，就我對它的瞭解來說，我對它所抱的希望要遠大於憂懼。或許

是我們美國有很多需要向臺灣學習之處，而非相反；我希望本書裡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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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能有助於解釋為何情況如此。如果我們能夠毫不畏懼地從不同傳統當

中汲取養分、結合他者提供的資源，那麼必將萌發一股無與倫比、沛然

莫之能禦的活力，成為我們應對挑戰的極大助益。

黃百銳（David B. Wong）

杜克大學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德罕



 導論 001

導論

在本書諸講中，我將論證下列結論：類比（analogy）與譬喻

（metaphor）1構成了中國古典思想的筋骨。在第一講中，我闡述我對類

比與譬喻的設想，並著重於討論它們在中國古典文獻裡，如何被用來勾

勒個人、國家與社會應當如何組織。從「社會與國家如何組織」的經驗

中獲得的譬喻，被用來構思個人的內在應當如何組織。反之亦然，關於

「個人的哪個部分處於領導地位」的經驗，也被用以構思國家與社會應

當如何組織。

我對比兩種模型：一者將譬喻和類比的使用視為複雜的、雙向的過

程；另一者則是較為簡單的模型，在其中，推論是單向地從一個論域進

行到另一個論域，不僅較不具有彈性，也對經驗證據較不敏感。在中國

思想中，一個譬喻是精妙抑或拙劣，取決於它能夠多好地解釋它被應用

到的論域裡的經驗。根據這項工作的表現，譬喻可能會被修改、仔細推

* 譯者：王尚。
1 〔譯注〕“Metaphor”是本書核心概念之一，該詞在中文哲學界的討論中經常被譯
為「隱喻」。譯者選擇譯為「譬喻」是出於以下考量：雖然「隱喻」經常被以指代

一般而言的譬喻的廣義方式使用，但從中文修辭法的角度來看，「隱喻」是較為狹

義的一種譬喻手法「暗喻」的同義詞。並且，觀諸本書作者自己對 “metaphor”的
界定，以及本書討論所涉及的譬喻運用，不僅包含「暗喻」，也包含中文修辭法中

的「明喻」、「略喻」與「借喻」等其他譬喻手法。「譬喻」相對「隱喻」來說較無

狹義化的風險，而且古典儒家在如作者所主張的自覺地、明確地運用譬喻和類比

時，也往往用「譬」字來表述。因此，譯者原則上以「譬喻」翻譯本書中出現的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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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或以其他譬喻補強。近年來，認知與神經科學界重新燃起對譬喻與

類比的作用的關注，而對於中國哲學研究者來說，這個現象可謂敞開了

一扇歡迎的大門，令世人重視譬喻與類比在中國思想裡的廣泛運用。本

書諸講的目標之一，即是展現出：譬喻和類比的思維方法，在運用上能

夠比公認觀點所以為的還要更精細和靈活；並且，這種思維方法能夠良

好地和其他基於證據的推理模式整合。

因此，我將針對類比和譬喻在中國古典思想裡所扮演的角色，提

出一般性的詮釋，但會聚焦在「個人、國家與社會意義上的恰當的治理

概念」這一具體主題上。我將論及和這個主題相關的各種類比和譬喻，

包括涉及「身體作為由相互依賴的部分所組成的有機整體」的類比和譬

喻。我亦將同時討論方法論問題，即這些譬喻如何得以成為幫助我們在

思考個人自身的內部如何組織、個人與個人間如何關聯、個人和社會與

國家的關係為何等等議題上能富有成效的工具。我將主要著重於儒家與

新儒家的譬喻，但在最後也會討論道家的譬喻如何提供相異於儒家治理

概念的替代方案。我將論證，這些替代方案具有不容忽視的合理性，它

們可以用來補充儒家與新儒家的譬喻，以產生出更為綜合整全的治理概

念。

第一講將論述《孟子》裡關於對個人、身體、國家與社會之治理

的譬喻。第二講將論述《荀子》的治理理論及其中各種譬喻的運用─

不僅有著名的加工之喻（metaphor of craft），也有令人訝異的養育之喻

（metaphor of nurture and parenting）。我將論證，了解這些多樣的譬喻在

《荀子》中的應用，能使我們重新認識其理論的複雜性及力量。第三講

將論述烹飪、音樂與射箭之喻，因為它們與和諧及美在儒家治理概念中

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第四講將論及來自朱熹和王陽明等宋明儒家的

「萬物一體」（the myriad creatures forming one body）之喻，以及對於

「理」（Pattern）的形上學在「一體」譬喻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之批判。第

五講會討論道家文獻《道德經》與《莊子》中的譬喻，以及它們如何針

對儒家文獻闡述的主題提供對反論點。它們被用以質疑儒家對個人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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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方式的等級式（hierarchically）設想，並提議以不一樣的方式來設

想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針對儒家的國家與社會之理想，也有相應的批

判。我將在那裡論證：儒家與道家的治理觀念之綜合更為可取，而此一

綜合將導向不同於這些觀念在歷史上曾達至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