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鵝湖會講 

緣起 

自 2017年開始，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的學術活動除了長期出版的《鵝湖學

誌》之外，新增了每年一次的中國哲學研討會，並舉行多次「工作坊」，邀請青

年學者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發展，以開放和自由討論的工作坊形式，進行新的

哲學視野和開創的對話與探討，以發揮和發展中國哲學。為了進一步繼承和發

揮前賢的論學精神，我們增設一個新的學術論壇形式，名為「鵝湖會講」，邀請

學者就儒學的重要課題和爭議，進行良性的學術交流與討論，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以進一步加強儒學內部的互相切磋與交流。 

 

此一會講的發起，事緣李瑞全老師在國立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舉辦的一

年一度的會議中宣讀了「牟宗三先生論陽明工夫要義：工夫進路與中國經典詮

釋」一文，申論牟老師在《王陽明致良知教》一書中詮釋王陽明哲學所表現的

中國哲學詮釋的典型意義和洞見，楊祖漢老師擔任主持人和講評，但因時間很

不足，而李老師的論文也很長，楊老師提議另行安排一場工作坊，再深入發表

他的回應和討論。因此，我們建議就一些重要的課題邀請兩位有專研的學者，

以對談的方式進行，以開放的方式，反覆申論，深化此中的論題，和尋求更進

一步的發展。我們採用「鵝湖會講」的名義和方式，也是繼承當年朱子與陸象

山「鵝湖之會」的精神和會談中所特別關心的實踐成聖成賢的生命理想與卓越

境界的追求。 

 

會講形式和時間 

會講設一主持人，按會講規定主持會講的進行，參加者必須尊重和支持主

持人的決定，主持人可以停止不相干的論述或涉及人身攻擊之類的語言。兩位

特邀的會講者，主要是發表主題的觀點、負責相關的課題的討論，和回應其他

參與者的相關的質疑和答問。其他參加者可以在會場或通過網路平台參與。所

有參加者都必須依會講規則和主持人的決定進行討論。 

 

每次會講以一特定的課題為主，不是泛論。為使會講不致於流為各說各

話，和具有當前學術發展的積極意義，我們將以當前仍然在探討和有交流的課

題為選。基本上是由在學術刊物上仍然不斷有新作的研究成果為主，特別邀請

發表人與一位嫻熟同一課題的學者專家進行會講。因此，會講之先會公告兩位

會講者的新著和對題的論文，以及學界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以為參考和研

討的資料。兩位會講者以平等的形式和分配相同的時間，各自就自己最新的觀

點作出精簡的申論，而重點在於互相的交流和回應他者的不同觀點和提出的問

題，並保留足夠的時間讓其他參加者可以提問和回應。會講者可以更簡約所用

的時間，但要嚴格遵守交流的時間分配，不能作任何超時獨佔式的演講。 



 

由於會講的課題會引發激烈的討論，為使會講能順利進行，會講的時間分

配和進程如後。每次會講為二小時。會講由主持人開動，對會講者各做不多於

一分鐘的簡介(大會提供參考資料)，並依會講形式進行嚴格的時間控制，務使

討論熱烈和可以從多個角度開展。會講的形式，先由兩位會講者各以 30分鐘申

論自己以及評論對方的主要觀點或論據；再進而以 30分鐘的時間，作三回合的

對題的論辯和答問(每回合各講 5分鐘)，就課題進行論據上的互相質疑、挑戰

和回應。(以上均有響鈴安排，最後一分鐘響鈴一次，請講者在一分鐘內完結；

第二次響鈴 2下，此時講者必須停止發言，把時間讓給下一位)。餘下的 30分

鐘開放給所有參與者提問和發表己見(每位每次以 3分鐘為限)，而由會講者作

出回應(每次以 2分鐘為度)，盡量讓更多的參加者從各個角度進行討論，務使

會講達到深入而廣泛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