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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臺灣中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高度看重經典文本的詮釋，然而文本

詮釋的方法反省仍相當有限。本書邀集國內中文與哲學領域的學者探究

文本詮釋與哲學方法之間的關係，共分二編，第一編為「文本與方法相

遇：古典文本及其思維」，第二編為「從方法回到文本：比較哲學與跨

文化方法」，目的是反思「從文本到方法」與「從方法到文本」這兩個

向度彼此的交涉與實踐。第一編側重發掘古典文本、經典傳統中的思想

趨向與詮釋方法，關注的焦點是「古典文本及其思維」（簡稱「古典思

維」）。第二編則以跨文化哲學、比較哲學的方法途徑與批判反省為主，

然而這兩編的研究也互相關涉，亦即文本中的方法即已或隱或顯地包含

著跨文化的處境、思考與實踐，同時方法中的文本更顯示出，文哲研究

領域當中即使最為高度抽象性的理論反思，常常要回到經典文本的理

解、詮釋與實踐當中。因此，文本與方法的相遇，也預示了從思考方法

回到具體文本的重要性。然而，回到文本並非只是返回靜態的理解，而

是在閱讀與書寫、思辯與對話的過程中指向實踐、創作與轉化的歷程。

因此，本書名為「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

踐」。

本書第一編學者的專長是古典文本的文字與思想解析，第二編學

者則專擅中西哲學的比較與跨文化探索。本書的特色首先是擱置以往

「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中西比較」、「中西對話」等既有的研究範

式，回歸漢字自身的文本脈絡，探尋由漢字凝構而成的古典文本及其

思維的形成過程，是否即已蘊涵某種「文本中的方法」。兩編不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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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透過對話交流逐漸構思研究主題、形成自己的論點。經由兩年的

互讀、交流與批評，作者彼此之間的影響愈加深刻，在研究的過程中嘗

試突破以往人文學者獨立撰文的孤立狀態，多篇論著彼此之間有著或隱

或顯的呼應、交織關係。作者們針對「古典文本詮釋」與「中西比較方

法」兩大面向進行多次對談，在工作坊中討論其他作者的觀點，最後則

以完整的論文在「台灣哲學學會年會」上發表，接受其他哲學學者的評

論，最後修改完稿。換言之，本書作者透過多次面對面的交流、對話，

帶動經典的詮釋、方法的考察與跨文化的研究，推展人文領域當中的

跨域對話。中文與哲學領域的學者不僅得以走出自己原來熟悉的研究領

域，在相互閱讀、理解與爭辯中，經典詮釋與跨文化哲學的不同研究路

徑也更加突顯出來。我們發現，由漢字所構築的古典思維，「方法」早

已潛運在「文本」形成的過程之中，並且隨著時代推移而發展成豐富多

元的面貌。

本書第一編作者為中文領域專擅思想、文學或具有跨領域訓練的

學者，各自的研究專長包括理學與工夫論（林永勝）、經學與出土文獻

（范麗梅）、子學與比較法學（陳弘學）、詩學與文學批評（曾守仁）、書

法與美學思想（林俊臣）。五篇論文的作者所探討的主題從先秦出土與

傳世文獻，到漢唐思想與文學經典，乃至當代抒情傳統理論與書法美

學，即使跨越不同時代、相異主題，都致力於開發古典文本當中的思維

活動，多篇論著也兼具跨文化、跨領域的進路考察古典思維的方法意涵

與理論限制。本書第二編作者則均具有西方哲學（或兼含歐美漢學）研

究背景，作者的專長分別為現象學與美學（宋灝）、儒學與美德倫理學

（王華）、形上學與哲學邏輯（鄧敦民）、道家與跨文化哲學（劉滄龍）。

四位作者環繞著跨文化哲學，或者提出一般性的理論考察、後設反省，

或者針對特定方法與文本展開考察，目的在於反省當前比較／跨文化研

究的前提、限制與可能性，試圖進一步提出相對有效或更有意義的方法

進路，乃至於從實踐的角度例示跨文化哲學並不侷限於靜態的理論反

思，同時包含了動態參與、踐行轉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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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陳各篇論著相互關聯的思想旨趣與論述脈絡。第一編前三篇

論文的論域為古代中國思想，以「文本與方法相遇」為線索討論先秦儒

道的思想方法。

林永勝的論文〈視像性與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探討漢字思維的

「視像性」特質，藉此闡述中國古代形上學思維的特性。他從宋灝對中

國文字「視像性」特質及梅洛龐蒂等人的具身性思維出發，重新思考漢

字思維與中國形上學之間的密切關聯。有別於印度與歐洲源自拼音文字

的特性而發展出的超感性形上學，漢字則依其「視像性」、「具身性」的

特點，圍繞著「形」相關的隱喻思維、意象類比而湧現出迥異於印歐傳

統的「視像性形上學」。以往多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的形上學不發達，

而本文從具身式思維出發，認為漢字以象形符號為主要構形方式，因此

通過漢字的觀看而展開的思維方式，具有相當鮮明的視像性特質，而此

特質也表現在中國古代的形上思考中。在中國古代形上概念，如天、

帝、道、氣、恆、五行、八卦等概念，都有鮮明的視像性。再者，藉由

天的渾圓意象，作者指出戰國諸子由此意象出發，進一步展開如天鈞、

天倪、橐龠或圜道等形上概念的思考。而此種思維特質，在中世僧人以

漢字來翻譯梵語佛經時，也得到清晰的呈現。在梵語中不是特別核心的

前綴詞 pari-，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從具足被改譯成圓，超出原本佛

經意涵而逐漸取得名詞與動詞義，而產生圓融、圓滿、圓教等概念，並

被認為是佛法最核心的經教。此種有關中國古代形上學的視像性特質，

可以與以往學者探討中國古代思維的特性時，所提出類比式思維、系統

性思維、關聯式思維或是隱喻式思維等說法，有更進一步的比較空間。

范麗梅的〈言名作為方法：上博〈亙先〉「言名」思想論析〉選擇

上博簡〈亙先〉作為微觀考察的出發點，發現其中關於「言名」的表

述方式貫穿於先秦儒道思想，成為心性欲望、人事治理的思想依據。作

者還同時從宏觀的視角，以先秦兩漢傳世與出土文獻的關鍵詞為導引線

索，勾勒古代中國思想「以言名作為方法」的思想語境。此一研究方法

的特色是專注於文獻文本與各家學派思想之間趨同性與一致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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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圖勾勒出先秦兩漢思想的共同語境與宏大背景，凝聚先秦兩漢具

有重要性、普遍性的思想議題。其次，則能突顯出先秦兩漢各家學派思

想之間細微性而深沉性的差異。因此得以在宏微兩觀兼具的基礎上，開

啟古代與當今思想議題對話的可能性。同樣以古代中國思想方法為探究

對象，陳弘學的論文〈從「即成即虧」到「即遮即表」：關於《論語》、

《孟子》「遮蔽、破壞、無言」三種遮詮法的使用〉則聚焦在先秦儒家

經典，他破斥儒典保守的既定刻板印象，揭示出儒學既有維持聖學傳承

的職志，然而在方法上除了正面的表詮，其實很早就具有反面的遮詮此

一破壞式創新的面向，可惜向來未受普遍關注。先秦諸子很早就領悟到

「讀者→文本→方法→真義」四者之間不必然具有因果關係，有時聖典

不僅不是真義的載體，反而可能阻礙大道的顯現，唯有超越乃至破壞文

本才能契入究竟之域，即莊子所謂「即成即虧」。連帶地，在方法論上

先秦哲學很早就發展出一種「以遮蔽達成開顯」的表達方式，即佛教所

謂「即遮即表」。因此廣為熟知的道家、佛家的遮詮方法，在《論語》、

《孟子》中也早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並可以歸納為「遮蔽性詮釋」、「破

壞性詮釋」與「無言之詮」三種遮詮方法。

第一編前三篇論文以漢字思維所涉及的思想方法為研究對象，後二

篇則延伸至漢字思維不可或缺的詩學與書法，並且共同關注當代學界熱

議中的「抒情傳統」。

曾守仁〈鏡映與詩境：再探抒情傳統論的主體問題〉以中古意境詩

學的轉關人物王維的詩作為例，探討抒情傳統中的主體問題。一方面，

山水詩中的化情主體對作者而言，是抒情傳統所預設的內向情意主體的

有力修正；另一方面，王維的山水詩之所以比謝靈運的寓目美學更勝一

籌，正是以莊子的至人用心若鏡與禪宗的心鏡修持為據，使主體超越悲

喜的心境得以鏡映為道釋兼濟的山水詩境。中古詩學中的抒情主體既離

情去欲又不偏空有二端，而能感、思交融，深化超越了內向性的主體，

此一詩學意境既總結深化了前代詩論，又開啟中晚唐以迄宋代詩學的進

展，是詩學運會的轉關之際。第一編殿軍之作則同樣以抒情傳統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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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域，但是論域轉向至漢字思維最顯目的文藝表現媒介─書法。

在〈抒情傳統視域下的書法〉中，林俊臣跟林永勝一樣，特別關注漢字

傳統中的身體性，同時提醒漢字中的視像性絕非只是蒼白偏枯的視覺形

構，而是綰結著象、勢、意、情的發展歷程；同時，書法中的抒情系譜

正呼應著文學中的抒情傳統。林俊臣因而檢視陳世襄、高友工論及文字

與書法的論著，將抒情傳統既有的文學議題擴大延伸至書法，以抒情為

管道在文學與書法兩者的交會地帶展開方法的反思。作者從書法中汲取

「以古為新」之道，重談書法中的抒情，藉此救治人在生活世界中失落

的感通環節。

本書第二編一方面接續探討第一編關於古典文本與方法詮釋的關

係，另一方面更將焦點放在當代東西文化交匯所引發的比較哲學、跨文

化哲學的研究方法。各篇論著次序為「從方法回到文本」，從最廣泛而

言的華語哲學的方法反思，延伸至跨文化哲學的運作程序與方法反省，

乃至落實回歸到文本的詮釋與實踐脈絡，從不同角度申論方法與文本、

理論與實踐之間相互交涉的廻環關係。宋灝的論文〈文本詮釋、現象學

及批判省思〉是承接第一編關於文本詮釋與第二編關於跨文化哲學這兩

個面向的樞紐。他主張以現象學的思考模式彌補文本詮釋的不足，才能

更具體生動地實踐富含跨文化動勢的當代華語思維的批判潛能。換言

之，以華語從事哲學研究具有哪些歷史限制與未來潛力，是在臺灣的哲

學工作者面向世界哲學時必須關注的重要方法論題。如何讓跨文化華語

思維展現其融匯古今文本詮釋，以貢獻於世界哲學，是檢視當代華語思

想學術水準的尺度。作者構作一種「三元互補」的跨文化哲學方法，現

象學的觀察與省思作為其中的軸心，讓語文學詮釋與哲學論證彼此相互

支援，同時，這也意謂著華語哲學有機會擺脫歐美哲學範式，讓當代華

語思維以其豐厚的跨文化積累推動新型態的哲學實踐。

為了進一步探討跨文化的比較工作的具體操作方法，王華與鄧敦

民深入檢討了「橋樑概念」此一論述工具。「橋樑概念」之所以被學者

認為有利於進行比較研究，是因為這樣的概念夠薄，才能以適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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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述、翻譯，並且精準而不帶偏見地在不同傳統、不同立場之間進行比

較與對話。在〈對跨文化哲學中「橋樑概念方法」的一些反思：以蔣韜

「人道抑或正義」先秦思想詮釋架構為例〉中，王華認為，「橋樑概念」

若是使用得當，此一論述工具足以達成跨文化工作希望達到的「開放性

聯結」這項目標。為了介紹並討論這個理論工具的特性、使用上的侷限

和風險，王華仔細檢討蔣韜 2021年《中國早期道德─政治哲學的起

源》這本具影響力的著作中對「橋梁概念」的特殊使用。蔣韜在這本

書中，使用了「（偏私的）人道」（humaneness）和「（無偏私的）正義」

（justice）這兩個概念，作為兩個單薄而對比鮮明的概念，來指向在他

看來先秦思想中兩個相互競爭的規範性價值，以架構他對先秦道德和政

治思想的詮釋。王華檢視並反省蔣韜在這個詮釋架構下對「橋樑概念」

的使用方式，也因為蔣韜討論的主題牽涉他對「偏私與無偏私」、「人

道與正義」的看法，王華也反思了這些概念與價值，以及對使用這些概

念來詮釋先秦哲學（尤其是儒家）提出她的批判與建議。此外，過去已

有「格義」、「反向格義」這兩個與「橋樑概念」類似的方法，文中也

釐清了這些方法之間的共通點與差異。然而在〈橋樑概念與比較哲學〉

中，鄧敦民指出，「橋樑概念」（或有近似功能的「模糊範疇」）的意涵

不夠清楚，如果概念或範疇太薄，將會大大削減它的表達能力，這樣要

如何發揮其功能並且精確對接不同傳統進而展開對話？為了回應這樣的

困難，鄧敦民提出他的解決辦法。他主張作為跨越不同傳統、文化的

橋樑不該是概念或範疇，而是應該被理解為某種共同的「主題（subject 

matter）」。所謂的「主題」，可以訴諸 David Lewis的理論，將之理解為

某種「邏輯空間中的劃分」（partitions of logical space），如此既可以避

開上述困難，又能達到比較、對話的目的。

最後收束全書的論文則是〈以莊子為方法：作為「旁觀者」的世界

公民〉，劉滄龍藉由《莊子》作為跨文化研究的文本案例，從實踐的面

向闡釋跨文化哲學的方法意涵，並且提供若干反思的角度試圖回應當前

時代的挑戰。作者從跨文化對話的進路，以莊子哲學為出發點，結合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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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政治思考，探究作為「旁觀者」的身分如何承擔起世界公民的責任

回應時代變局。「旁觀者」並非冷眼旁觀，而是用哲學靜觀、美學反思

的角度，本於世界公民的身分，既超然又入世地洞悉時局、參與公共事

務。借助漢學家 Yearley的解釋，劉滄龍將莊子心靈運作的模式描述為

「既超然又入世」，同時加入稷下道法家的政治思想補充發揮「旁觀者」

的入世向度。再者，透過莊子與鄂蘭的對話，一方面重新鏈結傳統與現

代，另一方面也冀望東西哲學的對話有助跳出僵化二分的框架，從跨文

化的角度思索新冷戰危機中的因應之道。此外，道家式的政治觀點有利

於發揮臺灣的跨文化潛能，以莊子作為方法，有助於實現更加包容的社

會，並在國際社會以世界公民的身分促進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本書之作緣起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導向專案研究計畫）

「思想研究方法」（111-2420-H-003-006-MY2）的計畫執行成果。本計畫

是由 111年度的哲學與文學一（中文）學門召集人王一奇、林啟屏教授

共同推動提出的學門增能計畫。第一年的執行成果已經匯集成專書《漢

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目前正在進行最後的編輯出版

過程，是作為第二年執行成果的本書之姐妹作。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

這二本專書內容包含許多作者們相互交流、彼此影響的思想軌跡，這

也是此一研究計畫的重要目的─促進國內中文與哲學學門的跨領域互

動，並且就思想研究方法凝聚共同研究成果。本書各篇論文作者均為上

述整合計畫的成員，作者介紹另附書末。在此要特別感謝政大出版社願

意提供出版的機會，也要感謝計畫成員王華老師洽詢促成。同時，還得

感謝在書稿初成階段兩位同學的幫忙，包括臺師大國文學系碩士畢業生

左珮柔在專書編輯期間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政大哲研所碩士畢業生葉

軒如，她跟左珮柔都在計畫執行期間擔任兼任助理執掌行政庶務，她們

對於計畫的推動與書稿的編成，都付出了難以估量的時間心力，特此表

示無盡的感激之情。最後，匯編校理全書的工作，則是由富有專業編輯

經驗的梁燕樵小姐協助完成，也要謹此深致由衷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