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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近十年日本儒學研究概況 

──1998-2007 年之回顧與展望 
 

工藤卓司* 
 

【 摘  要 】 

今日的日本，圍繞著文科的研究遇到了困境。尤其是「中國哲學」方面，其衰退

十分明顯。可是，這樣的狀況下，日本學者卻每年有超過七百篇與中國思想相關的論

文，這並不算少，更不用說當中以儒學相關的論文爲最多。因此，雖然中國哲學對日

本社會的影響力衰退，但日本學者熱心地繼續研究。 

本文擬回顧近十年在日本的儒學研究成果。以下，第一節是各時代的研究概況，

第二節談有特色的研究，第三節論及研究方法的變化，最後爲日本儒學研究今後的展

開及結語，而指出日本近十年來儒學研究的三個特色：電腦化與國際化、共同研究的

增加與學際化、課程博士的出現。 

 

關鍵詞：日本、儒學研究、電腦化與國際化、共同研究與學際化、課程博士 

 

                                                 
* 工藤卓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博士後。 



44 儒學研究論叢──第二輯 

前 言 

 

今日的日本，圍繞著文學、哲學的研究遇到了困境。這是因爲日本政府重視理工學

科，加上全世界的經濟不景氣，大部分的學生對與商業無關的文史、哲學不感興趣，尤

其是「中國哲學」方面，其衰退十分明顯。「中國哲學」曾經領導過日本的學術，「漢文」

就是日本知識份子的基本教養。但是現在，有意願修習中國哲學的學生越來越少，迫使

一些「中國哲學」研究室進行轉型，與「中國文學」或「中國語學」合併，改成「中國

思想文化學」、「中國文化論」等的研究室。2008年北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也令

一些人期待，但似乎仍舊對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風氣沒有幫助。人們大都認爲「中國哲

學」已經過時，對日本社會沒有用處，甚至於連「孔子」的名字也不知道了。 

這樣的狀況下，日本學者卻每年有超過七百篇與中國思想相關的論文，這並不算

小數目，更不用說當中以儒學相關的論文爲最多。因此，雖然中國哲學對日本社會的

影響力衰退，但日本學者還是熱心地繼續研究。本文擬回顧近十年（1998-2007）在日

本的儒學研究成果。以下，第一節是各時代的研究概況，第二節談有特色的研究，第

三節論及研究方法的變化，最後爲日本儒學研究今後的展開及結語。由於筆者的專業

是漢代思想，資歷也還太淺，因此一定有偏頗或者不夠清楚的部分，在此謹先致歉，

並請海涵。 

 

一、各時代的研究概況 

 

本節要說到各時代儒學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方便的分類法，是按照時代順序

分爲：先秦、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五個部分。先秦時代是儒學的源流，再

加上近年發現很多出土文獻，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秦漢時代，是從秦始皇到清末一

脈相連皇帝政治的起點，也是儒學官學化（儒教國教化）的時代；到了魏晉時代，老

莊思想盛行而儒學隱晦。可是於隋唐時代，「五經」成立，日本儒學史上將其與漢代並

稱爲「漢唐訓詁時代」。此後儒學於皇帝權力的保護下，益加發展，到了宋代，「朱子

學」一派興起。明代爲反對朱子學而興起的，就是「陽明學」。我們曾經把朱子學與陽

明學合起來稱爲「宋明理學」，進行了比較形而上的討論。至清代，開始對陽明學說提

出反動，欲回歸漢唐訓詁的方法，即是所謂「清代考據學」或「清代考證學」。研究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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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時候，因爲儒學一直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主要的地位，所以每一個時代各有各的

重要性，都不能被忽視。以下介紹日本近十年來進行的研究概況。 

 

（一）先秦 

近十年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出土文獻的研究。1972年銀雀山、1973年馬王堆

的發現都令人驚訝，但這兩座都是漢墓，雖然對孫子研究、黃老思想研究帶來貢獻，

卻終究沒有直接對先秦思想研究造成影響。1993年時有大量竹簡於戰國楚墓中發現，

此即「郭店楚墓楚簡」（簡稱爲「郭店楚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向香港的古物商購買

相當大量的竹簡群，此即「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簡稱爲「上博楚簡」）。「郭店楚簡」、

「上博楚簡」中有與今本《老子》、《周易》、《禮記》、《孟子》等相關的文獻，更包括

很多令人吃驚、我們從來沒見過的文獻。「郭店楚簡」自發現後，經過五年的整理，至

1998年才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至於「上博楚簡」，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自2001年至今已經出版了《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第一分册到第七分册。近十年

正可說是楚簡研究盛行的十年。 

日本中國學的動向也一樣。當中作爲代表性的學者，爲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中國

學科的池田知久教授與東北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的淺野裕一教授。 

池田氏1998年組成「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以來，陸續出版了《郭店楚簡の

思想史的研究》、
1
《郭店楚簡の研究》

2
的研究期刊以及《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

化》、
3
《郭店楚簡儒教研究》

4
等書。其看法的特色是懷疑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主張

「戰國末期說」。《郭店楚墓竹簡》根據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
5
的事實，主張了「戰

國中期偏晚說」。
6
可是，池田氏以大陸「考古類型學」還未成熟、作爲基準的包山二號

                                                 
1 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1卷（1999年11月）；《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

研究》第2卷（1999年12月）；《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3卷（2000年1月）；《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

研究》第4卷（2000年6月）；《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5卷（2001年2月）；《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

究》第6卷（2003年2月） 
2 池田知久監修、大東文化大學郭店楚簡研究班編：《郭店楚簡の研究》第1卷（1999年8月）；《郭店楚簡

の研究》第2卷（2000年9月）；《郭店楚簡の研究》第3卷（2001年3月）；《郭店楚簡の研究》第4卷（2002
年10月）；《郭店楚簡の研究》第5卷（2004年3月）；《郭店楚簡の研究》第6卷（2005年3月）；《郭店楚簡

の研究》第7卷（2006年3月） 
3 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3月） 
4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儒教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2月） 
5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西漢〕司馬遷：《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頁2331） 
6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湖北：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前言〉，頁1 



46 儒學研究論叢──第二輯 

楚墓年代不確定、「白起拔郢」之後也可能有楚式墓制等作爲理由，反對《郭店楚墓竹

簡》的看法，
7
甚至於其思想內容也以《荀子》爲基準而製作「思想史的編年」，他判斷

「郭店楚簡」的思想是受到荀子的影響。
8
也就是說，他把「郭店楚簡」視爲戰國末期

的文獻，可說是「非常獨特」的看法。
9
而最近韓國成均館大學李承律出版的《郭店楚

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書中的看法，也與池田氏一致。
10 

另外，淺野裕一氏於1998年10月組成「戰國楚簡研究會」，與大阪大學的湯淺邦弘

教授、島根大學的福田哲之、竹田健二兩位教授、梅花女子大學的菅本大二教授，以

「新出土資料と中國思想史」爲主題而共同進行研究。首先，他們整理「郭店楚簡」

與「上博楚簡」的形制、字形等基礎資料，
11
接著根據其基礎資料而不斷發表了《戰國楚

簡と中國思想史研究》、
12
《諸子百家〈再發見〉──掘り起こされる古代中國思想》、

13
《竹

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
14
《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

15
《上博楚

簡研究》、
16
《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2）──上博楚簡研究》

17
等著作。他們與池

田氏相反，反對「思想史的編年」的說法，
18
尊重《郭店楚墓竹簡》所論的關於下葬年

代的看法，認爲「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都是在戰國中期以前成立，藉此重新研

究中國先秦思想史上的「常識（定論）」，筆者認爲此推論相當有意義。戰國楚簡研究

會目前已架設網站，
19
著作也都有中文翻譯，

20
值得參考。 

在日本，大部分的學者起初於郭店楚簡發現時，都抱持很冷淡的態度。因爲不少

學者是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這批資料，所以當時想研究出土文獻的學者並不多，是日

                                                 
7 注3先揭書，頁11-14 
8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五行》の研究〉，注4先揭池田氏著書，頁467 
9 目前已經有廖名春〈論六經並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論問題〉（《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等的批判。 
10 李承律：《郭店楚簡儒教の研究──儒系三篇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11月） 
11 詳見《中國研究集刊》第33號（別册特集號「新出土資料と中國思想史」，2003年6月）。 
12 《中國研究集刊》第36號（2004年12月） 
13 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諸子百家〈再發見〉──掘り起こされる古代中國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2004年4月） 
14 淺野裕一編：《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4月） 
15 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11月） 
16 湯淺邦弘編：《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5月） 
17 淺野裕一編：《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2）──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9月） 
18 注15先揭淺野氏著書，頁9-11 
19 戰國楚簡研究會網站  http://www.let.osaka-u.ac.jp/chutetsu/sokankenkyukai/ 
20 淺野裕一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2月）；福田哲之著、

佐藤將之、王琇雯合譯：《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年11月）；

湯淺邦弘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年6月）；

淺野裕一著、佐藤將之監譯：《上博楚簡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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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代中國哲學界的「奇怪」特色。可是至今，當否姑且不論，經過池田、淺野氏等

的努力，使得出土文獻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研究先秦的學者已不能忽視出土文獻

的價值。 

日本先秦思想雖然經過近十年的研究，並逐漸展開以出土文獻研究爲中心，可是

另外還有沒利用出土文獻而值得參考的研究成果。筆者特別想要介紹石川英昭《中國

古代禮法思想の研究》一書。他說：「作爲『法』而主張『禮』的人與主張『法』的人

之間，存在著理論的或者實踐的對立抗爭。屬於前者的叫『儒家』，而屬於後者的叫『法

家』。」
21
明示他的看法。該書是從法的哲學來討論先秦「禮治」思想到「法治」思想

的展開，值得以後的研究者參考。
22 

 

（二）秦漢 

在日本，關於秦漢思想最熱鬧的議題是「儒學官學化」或是「儒教國教化」。1976

年，當時早稻田大學教授福井重雅氏發表了一篇論文：〈儒教成立史上の二三の問題──

五經博士の設置と董仲舒の事蹟に關する疑義〉。
23
他根據《史記》與《漢書》的矛盾

記載，進而懷疑武帝時代的「儒教國教化」（或「儒學官學化」），認爲武帝期的「儒教

國教化」乃是東漢班固的塑造。他的看法馬上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討論。比方說：佐川

修、
24
板野長八、

25
町田三郎、

26
冨谷至、

27
平井正士、

28
山田勝芳、

29
淺野裕一、

30
齋木哲

                                                 
21 石川英昭：《中國古代禮法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3年1月），頁172 
22 請參考有馬卓也：〈書評：石川英昭著《中國古代禮法思想の研究》〉，《中國哲學論集》第28、29合併號

（2003年10月），頁138-152。 
23 福井重雅：〈儒教成立史上の二三の問題──五經博士の設置と董仲舒の事蹟に關する疑義〉，《史學雜

誌》第76編第1號（1976年1月），頁1-34，後收入於氏著：《漢代儒教の史的研究──儒教官學化をめぐ

る定說の再檢討》（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3月）。 
24 佐川修：〈武帝の五經博士と董仲舒の天人三策について──福井重雅氏「儒教成立史上の二三の問題」

に對する疑義〉，《集刊東洋學》第17集（1967年5月），頁59-69等 
25 請參考板野長八：《儒教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7月）等。 
26 町田三郎：〈「文景」から「漢武」へ──儒教國教化への道程〉，《哲學年報》第38號（1979年3月），頁

139-166等 
27 冨谷至：〈「儒教の國教化」と「儒學の官學化」〉，《東洋史研究》第37卷4號（1979年3月），頁133-140等 
28 平井正士：〈漢代儒教國教化の定說の再檢討（附五經博士についての一解釋）〉，《杏林大學醫學部教養

課程研究報告》第3卷（1976年）等 
29 山田勝芳：〈儒學の國教化──中國的正統の形成〉，片野達郎編：《正統と異端──天皇、天、神》（東

京：角川書店，1991年2月），頁233-250 
30 淺野裕一：〈董仲舒、天人對策の再檢討──儒教の國教化をめぐって〉，注30先揭片野氏編著，第二部

所載，頁25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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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31
等。近十年內有保科季子、

32
南部英彥、

33
西川利文、

34
關口順、

35
城山陽宣

36
等對此發

表論文，可知儒教或儒學何時國教化（官學化）至今仍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37 

承續上述情況，財團法人東方學會於2005年5月20日舉辦的第五十回大會起，開始

共同討論此點。後來，大東文化大學中國學科的渡邉義浩教授將此會議的內容，整理

爲四册出版，分別是《兩漢の儒教と政治權力》、
38
《兩漢における易と三禮》、

39
《兩

漢における詩と三傳》、
40
以及《兩漢儒教の新研究》。

41
池田知久氏在〈趣旨と背景〉

中說：「這次的研討會，……（中略）留給自己的條件中，儘量多方面地研究，打破學

問分科的境界而要malti-disciplinary或者inter-disciplinary進行協同研究、共同討論。」
42

如此的觀點很重要，筆者很期待今後也有由哲學、歷史、語言等各方面的專業學者來

共同討論的機會。 

另外，近十年有不少學者重新評價兩漢諸子的思想。以往漢代諸子的研究不太熱

門，因爲前人認爲漢代諸子的文獻在文本上有很多問題，有些學者甚而將漢代諸子文

獻視爲「僞書」。可是，近年開始兩漢諸子文獻的再評價，之後應該會帶來許多的研究

結果。
43
尤其是福岡女子短期大學日本文化學科的吉田照子教授長年從事與《韓詩外傳》

有關的研究，相當值得參考。
44 

                                                 
31 齋木哲郎：〈漢の武帝と董仲舒──儒教教義の變容〉，《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編）

第8集（1993年3月） 
32 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儒家禮制の受容──漢的傳統との對立と皇帝權の變貌〉，歷史と方法

編集委員會編：《歷史と方法3 方法としての丸山真男》（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11月），頁223-268 
33 南部英彥：〈前漢後期の宗廟制論議等を通して見たる儒教國教化──その親親、尊尊主義の分析を軸

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1集（1999年10月），頁16-30 
34 西川利文：〈漢代の儒學と國家──武帝期「官學化」議論を中心に〉，佛教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創設三十

周年紀念《史學論集》（1999年3月） 
35 關口順：〈「儒教國教論」への異議〉，《中國哲學》第29集（2000年12月），頁1-24 
36 城山陽宣：〈五經博士の設置に關する疑義の再檢討──《史記》《漢書》における「五經」を中心とし

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28集（2007年3月），頁87-118 
37 關於詳細情形，請參考注23先揭福井氏著書，〈緒言‧第一章〉，頁5-107；以及渡邉義浩：《後漢におけ

る「儒教國家」の成立》（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4月）。 
38 渡邉義浩編：《兩漢の儒教と政治權力》（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9月） 
39 渡邉義浩編：《兩漢における易と三禮》（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9月） 
40 渡邉義浩編：《兩漢における詩と三傳》（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12月） 
41 渡邉義浩編：《兩漢儒教の新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12月） 
42 注38先揭渡邉氏編著，〈趣旨と背景〉，頁1 
43 城山陽宣：〈賈誼《新書》の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6集（2004年10月），頁1-15；渡部東一郎：

〈王符の天人觀とその經學的背景〉，《東方學》第103輯（2002年1月），頁18-32；以及〈仲長統の天人

觀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89集（2003年5月），頁1-19等。筆者也抱持一樣的立場。請參考拙稿：

〈賈誼と《賈誼新書》〉，《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6集（2003年10月），頁167-182等。 
44 吉田照子：〈《韓詩外傳》の易思想〉，《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49集（1995年6月），頁105-118；〈《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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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晉隋唐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代，日本學者主要關心的是老莊思想或是佛教思想，例如；神

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
45
山田利明《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

46
福永光司《魏

晉思想史研究》
47
等。反之，近十年儒教方面沒有特別的研究成果。因爲在日本，一般

認爲魏晉是老莊、道教思想盛行的時代，或是佛教傳入的時代。不過，現在這樣的看

法已經過時。在大陸及臺灣，很多學者注意到魏晉時代的儒學。今後的日本學界也應

該重新考量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儒教思想。 

接著，隋唐算是經學史上相當重要的時代，可是在日本的研究情形與魏晉相同，

近十年對於儒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並不多。 

首先要舉出廣島大學野間文史教授所著《五經正義の研究──その成立と展開》
48
一

書。該書依靠清儒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的方法，其談到《尚書正義》、《毛詩正義》、

《春秋正義》是根據隋劉炫的《五經述議》而完成，又指出《五經正義》所根據的「義

疏」都不同。還有，通過《五經正義》的版本研究與其校勘作業，可以修訂自中國宋

代以後傳至日本的各種版本之錯誤。此後，野間氏發表了很多與經學有關的研究成果，

例如：《十三經注疏の研究──その語法と傳承の形》、
49
〈讀五經正義札記〉、

50
〈五經

正義讀解通論〉
51
等。 

                                                                                                                                          
詩外傳》の禮〉，《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51集（1996年6月），頁119-133；〈《韓詩外傳》の詩と禮

と樂〉，《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53集（1997年7月），頁81-96；〈《韓詩外傳》の新儒家思想〉，《福

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55集（1998年7月），頁89-103；〈《韓詩外傳》と《說苑》〉，《福岡女子短期大

學紀要》第57集（1999年7月），頁39-53；〈《韓詩外傳》と《列女傳》〉，《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59
集（2001年2月），頁125-140；〈《韓詩外傳》と《孔子家語》〉，《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60集（2002
年2月），頁45-58；〈《韓詩外傳》と《荀子》──引詩の特色〉，《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61集（2003
年2月），頁45-59；〈《韓詩外傳》と《孟子》〉，《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63集（2004年2月），頁63-73；
〈《韓詩外傳》と《呂氏春秋》〉，《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66集（2005年7月），頁61-74；以及〈《韓

詩外傳》と老莊思想〉，《福岡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70集（2007年12月），頁89-101 
45 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年2月） 
46 山田利明：《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9年1月） 
47 福永光司：《魏晉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7月） 
48 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その成立と展開》（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10月） 
49 野間文史：《十三經注疏の研究──その語法と傳承の形》（東京：研文出版，2005年10月） 
50 野間文史：〈讀五經正義札記〉，《東洋古典學研究》第8集（1999年10月），頁149-159；〈讀五經正義札

記（二）〉，《東洋古典學研究》第9集（2000年5月），頁159-169；〈讀五經正義札記（三）〉，《東洋古典

學研究》第10集（2000年10月），頁225-236；〈讀五經正義札記（四）〉，《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1集（2001
年5月），頁107-126；〈讀五經正義札記（五）〉，《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2集（2001年10月），頁165-174；
〈讀五經正義札記（六）〉，《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3集（2002年5月），頁169-178；〈讀五經正義札記（七）〉，

《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5集（2003年5月），頁121-142 
51 野間文史：〈五經正義讀解通論（一）〉，《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0集（2005年10月），頁147-164；〈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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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鳴戶教育大學的齋木哲郎氏回顧唐代春秋學，並研究宋代春秋學的起源，

其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爲：〈陸淳から北宋春秋學へ──唐、宋新春秋學の系譜〉、
52
〈呂

溫と新春秋學──唐代新春秋學のゆくへ〉、
53
〈蘇轍の《春秋》解──王法の秩序とその

特異性〉、
54
〈永貞革新と春秋學──唐代新春秋學の政治的展開〉

55
及〈韓愈と《春秋》

──永貞革新をめぐって〉
56
等，都是由原本的題目接續發展的。 

最後是高橋朱子氏所著的與唐代性說相關的研究，如：〈韓愈の「情」と李翱の「情」

──「原性」と「復性書」の「中庸篇」解釋に關連して〉、
57
〈王通の性說──その

中唐の性說への影響〉、
58
〈韓愈の「情」──「原性」における「情」の自律〉

59
以及〈《五

經正義》の性情說──その陰陽思想との關係〉。
60 

 

（四）宋元 

近十年的日本儒學研究中，雖然先秦出土文獻研究很熱門，但還是比不上宋元思

想的研究興盛。信州大學的早坂俊廣教授曾指出：「於現代日本，宋明思想研究陷入毀

滅性狀態。」
61
他所指的意思並不是這時代的思想研究衰退，而是「宋明思想」的概念

或者結構經過很多研究，已經消失。以往，學者們在「宋代＝朱子學、明代＝陽明學」

這一前提下，建構以朱熹與王守仁爲中心（或頂點）的思想史。因此，把宋代、明代

的思想神話化，反之，把元代看作停滯的時代。另外，「宋明理學」也被認爲是與「清

                                                                                                                                          
正義讀解通論（二）〉，《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1集（2006年5月），頁113-130；〈五經正義讀解通論（三）〉，

《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2集（2006年10月），頁101-116 
52 齋木哲郎：〈陸淳から北宋春秋學へ──唐、宋新春秋學の系譜──〉，《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2集（2001
年10月），頁1-20 

53 齋木哲郎：〈呂溫と新春秋學──唐代新春秋學のゆくへ〉，《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編）

第16集（2002年3月），頁1-13 
54 齋木哲郎：〈蘇轍の《春秋》解──王法の秩序とその特異性〉，《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紀念論集──漢

意とは何か》（東京：東方書店，2001年12月），頁580-600 
55 齋木哲郎：〈永貞革新と春秋學──唐代新春秋學の政治的展開〉，《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第22集（2007
年3月），頁261-273 

56 齋木哲郎：〈韓愈と《春秋》──永貞革新をめぐって〉，《中國哲學》第35集（2007年8月），頁137-165 
57 高橋朱子：〈韓愈の「情」と李翱の「情」──「原性」と「復性書」の「中庸篇」解釋に關連して〉，

《中國文化》第57集（1999年11月），頁15-29 
58 高橋朱子：〈王通の性說──その中唐の性說への影響〉，《綠岡詞林》第24號（2000年） 
59 高橋朱子：〈韓愈の「情」──「原性」における「情」の自律〉，《青山語文》第30集（2000年3月），

頁75-84 
60 高橋朱子：〈《五經正義》の性情說──その陰陽思想との關係〉，《青山語文》第33集（2003年3月），頁

178-188 
61 早坂俊廣：〈「宋明思想」研究の現狀と課題〉，《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9集（2004年6月），頁39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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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考證（考據）學」對立的。這樣的狀況在近十年已發生變化。不少學者重新評估以

往「宋明思想」的框架而進行解構。所以本節以「宋元」爲標題，介紹幾篇著作。 

首先，筆者要介紹的是小島毅《宋學の形成と展開》
62
一書。他通過「天」、「性」、

「道」、「教」的分析，明示作爲「實學」之宋明理學的連續性，又指出了清朝考證學

是從「實學」發展的潮流中出發的。清儒以自己的學風爲「漢學」，而開始把批判對象

的心性論稱爲「宋學」。所以根據小島氏的看法，其實清儒所說的「宋學」並不表示朱

子學、陽明學本身，只表示朱子學、陽明學「心性論」的部分。小島氏把宋、明、清

三個時代視爲「近世」，強調其連續性。 

接著討論土田健次郎《道學の形成》。
63
該書基本的立場是「回到思想發生的場合」。

換言之，土田氏並不是簡單地將特定思想家根據後世的記憶特權化、中心化，而是詳

細地解析胡瑗、歐陽脩、陳襄、王安石、蘇軾等各自的時代背景思潮，並試圖表示道

學如何意識到「外部」而形成自己的思想。這與以朱熹爲中心的道學史完全不同。 

市來津由彥《朱熹門人集團形成の研究》
64
也有與土田氏相同的意圖，但是研究方

法不同。市來氏關注的是「質疑應答型資料」，徹底分析其資料是在何種狀況下發生，

或者其資料是何種性質。藉由這樣的方法來觀察「朱子學」正在發生的剎那。根據市

來氏的看法，朱熹的言論也是從與交遊者、門人等的共同作業中，編織而成。這本著

作彷彿讓我們感覺到朱子學誕生的瞬間。 

接著是木下鐵矢的《朱熹再讀──朱子學理解への一序說》。
65
木下氏與市來氏同

樣關注到朱子的言詞而進行研究。但木下氏要研究的，是朱熹在各種場合發言的言詞

本身，因此更細密。他說：「文本中出現的『言詞』，是當時運動的思索現場中層累性、

複數性、偶然性的『生之思考』的『記錄＝痕跡』。」又說是「思索的生態」。他藉由

作爲「思索的生態」的言詞而瞭解朱子學。詳說請參考木下氏於2007年出版的新作《朱

子學の位置》。
66 

 

 

                                                 
62 小島毅：《宋學の形成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9年6月） 
63 土田健次郎：《道學の形成》（東京：創文社，2002年12月）。土田氏另有編著《近世儒學研究の方法と

課題》（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2月），包括土田〈中國近世儒學研究の方法的問題〉、垣內景子〈朱子

學研究の課題〉、永冨青地〈陽明學の回顧と展望〉等論考，相當值得研究宋明理學者參考。 
64 市來津由彥：《朱熹門人集團形成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2年2月） 
65 木下鐵矢：《朱熹再讀──朱子學理解への一序說》（東京：研文出版，1999年6月） 
66 木下鐵矢：《朱子學の位置》（東京：知泉書館，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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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子學有關的書籍，還有吾妻重二《朱子學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

的地平》
67
與垣內景子《「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

68 

吾妻氏本人提出該書的獨特觀點，其舉出了「從哲學以外領域的視點」與「思想

史的視點」。他自「從哲學以外領域的視點」，指出了作爲「士大夫的學問」的朱子學，

而論及朱熹的政治思想。
69
又吾妻氏的「思想史的視點」，不只注意周敦頤、二程、司

馬光、王安石等宋代思想家，更進一步舉出王弼、郭象的魏晉玄學與耶穌會士，再加

上朱載堉與李時珍的實證學，將朱子學與他們的想法或是學問、宗教思想對比，試圖

昭示思想史的繼承面與斷絕面，相當富有意義。 

另外，垣內氏著作的最大特色，就是把朱熹的思想作爲「心學」議論。一

般而言，「心學」是指陽明學。可是，垣內氏認爲心的問題是朱熹思想體系的核

心。也就是說，她認爲朱子思想體系的關鍵就是「心＝理學」。 

最後，關於元代儒學，有三浦秀一出版的《中國心學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

道佛三教》。
70
如其書名，很明顯地不囿於儒、佛、道三教的框架來分析元朝知識份子

的思想世界。尤其是三浦氏以金末元初的許衡、宋末元初的吳澄、元末明初的宋濂三

者爲中心，分析其思想、思潮，企圖揭示要從什麼樣的切入點察看「心學」。因爲三浦

氏注意到從來不被重視的元代思想，所以如早坂氏所述，可說是解構了「宋明思想」

的結構。
71 

 

（五）明清 

雖然近十年與明清儒學有關的研究並不少，但是礙於篇幅，無法介紹全貌，在此

僅能列出幾篇代表性作品。 

說到明代儒學，就一定會想到陽明學。說到陽明學，則應該想到東洋大學的吉田

公平教授。他在近十年來，發表了十三篇有關王陽明的論文，
72
又出版了《陽明學が問

                                                 
67 吾妻重二：《朱子學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東京：創文社，2004年9月） 
68 垣內景子：《「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8月） 
69 注62先揭小島氏著書，第二部第四篇，頁446-449 
70 三浦秀一：《中國心學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道佛三教》（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2月） 
71 另外，以陸象山爲中心的論考有小路口聰：《「即今自立」の哲學 陸九淵心學再考》（東京：研文出版，

2006年12月），在此只介紹題名。又島田虔次氏2000年過世後，他的論文集《中國の傳統思想》（東京：

みすず書房，2001年5月）與《中國思想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3月）陸續出

版，也相當值得參考。 
72 吉田公平：〈陽明學研究の今日的課題〉，《東洋古典學研究》第5集（1998年5月），頁170-178；〈王陽明

の遺文遺言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創立五十年記念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0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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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かけるもの》。
73
他的研究活動不只限於王陽明本人的思想，還及於日本陽明學的展

開，
74
可說是陽明學的專家。吉田氏的基本立場已經在《陸象山と王陽明》

75
中表明。

他把「性善說」視爲「自力救濟的宗教思想」，在《陽明學が問いかけるもの》中也稱

爲「療養的哲學」。
76
以往的研究都沒有確定新儒教中的「性善說」是表示什麼意思，

他促使對這樣的情況進行反思。近年的陽明學研究，另外有永冨青地《王守仁著作の

文獻學研究》，
77
在此不加詳述。 

接著，伊東貴之的《思想としての中國近世》，
78
本書把明清交替期與清初的儒家

論說作爲宋代以後思想文化的展開。對於中國的「近世」（＝明清），他認爲就是「初

期近代（early modern）」，算是多元的傳統中國的最後階段。
79
反之，他把「近代」作爲

                                                                                                                                          
1387-1398；〈徐愛と《傳習錄》〉，《中國文人の思考と表現》（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3月），頁477-492；
〈東洋大學と陽明學〉，《東洋大學中國學會會報》第6集（2000年3月），頁1-4；〈王陽明と《論語》〉，《し

にか》12-2（2001年2月），頁48-51；〈王陽明の《朱子晚年定論》について〉，《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

科紀要》第9號（2001年3月），頁33-50；〈王陽明の〈大學古本序〉について〉，《東洋大學中國學會會

報》第9號（2002年10月），頁15-24；〈王陽明の立志說について〉，《東洋大學中國學會會報》第9號（2002
年10月），頁25-38；〈王陽明《親民堂記》考〉，《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紀要》第11集（2003年3月），

頁411-430；〈王陽明の《大學問》について──朱子の《大學章句》との比較〉，《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

第40集（2003年3月），頁77-100；〈王陽明の〈稽山書院尊經閣記〉について〉，《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5集（2003年5月），頁53-62；〈王陽明の「博約說」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38號
（2004年2月），頁15-24 

73 吉田公平：《陽明學が問いかけるもの》（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5月） 
74 吉田公平：《林良齋全集》（東京：ペリカン社，1999年5月）；〈中江藤樹の四書學〉，《季刊日本思想史》

第54集（1999年7月），頁；〈大鹽中齋と林良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1集（1999年10月），頁272-284；
《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學》（東京：ペリカン社，1999年12月）；〈陽明學研究の一視點〉，《村山吉廣教授古

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3月），頁797-492；〈幸田露伴の《努力論》と陽明學〉，

《季刊日本思想史》第57集（2000年12月），頁54-65；〈柴田甚五郎舊藏日本陽明學關係書について〉，《東

洋大學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10號（2001年7月），頁133-159；〈井上圓了の《大正菜根譚》について〉，

《東洋大學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11號（2002年7月），頁135-159；〈カウンセラーとしての中江藤樹〉，

《大東文化大學漢文學會誌》第42集（2003年3月），頁411-430；〈鎌田柳泓の《中庸首章講義筆記》につ

いて〉，《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6集（2003年10月），頁155-166；〈林良齋と池田草庵〉，《陽明學》第15號
（2003年3月），頁125-160；〈井上圓了の破邪論二則──鵜飼徹定と芥川龍之介〉，《東洋大學井上圓了セ

ンター年報》第12號（2003年7月），頁135-152；〈東敬治主幹《陽明學》に於ける春日潛庵〉，《東洋古典

學研究》第18集（2004年10月），頁157-168；〈二松學舍の陽明學──山田方谷、三島毅、三島復、山田

準〉，《陽明學》第17集（2005年3月），頁3-32；〈東正堂の藤樹後學資料の書寫〉，《東洋大學井上圓了セ

ンター年報》第14號（2005年9月），頁83-107；〈夏目潄石と心學──《門》に登場する《菜根譚》を手

がかりに〉，《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0集（2005年10月），頁135-145等 
75 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1990年7月） 
76 注73先揭吉田氏著書，頁89 
77 永冨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獻學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2月） 
78 伊東貴之：《思想としての中國近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6月） 
79 伊東貴之：〈明清思想をどう捉えるか──研究史の素描による考察〉，奧崎裕司編：《明清はいか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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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多元性，或個別性衰退的時代。 

森紀子《轉換期における中國儒教運動》，
80
其由「明末の世相と儒教の變容」與

「中國の近代化と儒教運動」兩部分組成。她把重點放在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二大

轉換期，抽出這兩個時代共通的儒教思想要素，而後重新研究儒教思想的本質。與伊

東氏一樣，森氏也強烈地意識到「近代」的概念。 

吉田純《清朝考證學の群像》
81
，作者反思以往的研究僅利用考證學的成果而從來

沒客觀地談過清儒本身。於是他把重點放在清儒的身上，以閻若璩、紀昀、翁方綱、

劉臺拱、汪中、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章學誠作爲例子，細考他們的交流

和學問，試圖研究他們的精神性。 

近十年，與科舉有關的研究，在明、清思想研究中有很大的進步。尤其福岡教育大

學教育學部的鶴成久章教授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2000年起，其陸續發

表了〈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
82
〈《禮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舉

と禮學〉、
83
〈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四書義」の出題について〉、

84
〈明代の登科錄につい

て〉、
85
〈明代餘姚の《禮記》學と王守仁──陽明學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

86
〈嘉靖

二年會試の策題における陽明學批判について〉、
87
〈明代の科舉制度と朱子學──體

制教學化がもたらした學びの內實〉
88
等，都是力作。 

金原泰介〈康熙年閒における陽明學批判の流行──熊賜履の影響力を中心に〉
89

一文也與鶴成氏相同，重視科舉與學問的關係。他指出，康熙年間流行批判陽明學，

                                                                                                                                          
時代であったか》（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12月），頁1-90 

80 森紀子：《轉換期における中國儒教運動》（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2月） 
81 吉田純：《清朝考證學の群像》（東京：創文社，2006年12月） 
82 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2集（2000年10月），頁208-222 
83 鶴成久章：〈《禮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舉と禮學〉，《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50號第1分冊

（2001年2月），頁1-15 
84 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おける「四書義」の出題について〉，《九州中國學會報》第41集（2003年5月），

頁69-85 
85 鶴成久章：〈明代の登科錄につい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54號第1分冊（2005年2月），頁1-20 
86 鶴成久章：〈明代餘姚の《禮記》學と王守仁──陽明學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東方學》第111輯（2006

年1月），頁123-137 
87 鶴成久章：〈嘉靖二年會試の策題における陽明學批判につい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56號第1分冊

（2007年2月），頁62-76 
88 鶴成久章：〈明代の科舉制度と朱子學──體制教學化がもたらした學びの內實〉，《中國─社會と文化》

第22集（2007年6月），頁44-59 
89 金原泰介：〈康熙年閒における陽明學批判の流行──熊賜履の影響力を中心に〉，《東方學》第107輯
（2004年1月），頁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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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是以朱子學者爲主體，而是應試者佔其中大部分。因爲當時的科舉策論出現批

判陽明學的考題，所以應試者之中批判陽明學很流行。金原氏指出了其潮流就是由六

次擔任考官的朱子學學者熊賜履及其弟子等命題所產生的。金原氏另外有〈毛奇齡の

陽明學評價と朱子學批判について──張烈との論爭を中心に〉，90 可一倂參考。 

最後，介紹研究個人思想家的兩本書。一本是山口久和《章學誠の知識論──考

證學批判を中心として》，
91
另一本是竹內弘行《康有爲と近代大同思想の研究》。

92
這

兩本著作都相當專業，在此因篇幅有限而不能詳細介紹，可是都值得參考。
93 

 

第二節  有特色的研究 

 

本節，筆者想要介紹其他有特色的研究。第一個是與女學有關的研究，另一個是

利用西方哲學成果的研究。 

那麼，首先介紹與女學相關的研究。在此分野，第一位研究者正是下見隆雄教授。

下見氏於1989年、1994年及1997年先後出版了《劉向「列女傳」の研究》、
94
《儒教社

會と母性──母性の威力の觀點でみる漢魏晉中國女性史》
95
以及《孝と母性のメカニ

ズム──中國女性史の視座》
96
三本著作。尤其他在《孝と母性のメカニズム》中說到，

「孝」是使成人之後的子，自覺地放棄從雙親保護的自立。換言之，「孝」就是使依靠

                                                 
90 金原泰介：〈毛奇齡の陽明學評價と朱子學批判について──張烈との論爭を中心に〉，《中國哲學》第

31號（2003年3月），頁51-72 
91 山口久和：《章學誠の知識論──考證學批判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創文社，1998年2月） 
92 竹內弘行：《康有爲と近代大同思想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1月） 
93 關於陽明學，佐藤練太郎、荒木龍太郎兩氏也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佐藤氏有〈王畿の《易》解釋

について〉，《陽明學》第10號（1998年3月），頁63-78；〈李卓吾研究の歷史（上）〉，《陽明學》第12號
（2000年3月），頁72-79；〈李卓吾研究の歷史（下）〉，《陽明學》第13號（2001年3月），頁29-42；〈王守

仁の孔子觀〉，《中國哲學》第30號（2001年12月），頁25-50；〈陽明學派の禪的思想とその評價〉，《日

本中國學會報》第54集（2002年10月），頁240-253；〈周汝登《聖學宗傳》と黃宗羲《明儒學案》〉，《陽

明學》第15號（2003年3月），頁2-23；以及〈宋明時代の心學と《易》〉，《中國哲學》第35號（2007年8
月），頁235-250等。荒木氏有〈良知現成論者の考察──渾一と一貫の視點から〉，《日本中國學會報》

第58集（2006年10月），頁140-154；〈王陽明の「萬物一體之仁」の一考察──宗族との關連から〉，《九

州中國學會報》第47號（2009年5月），頁31-45；〈王陽明に於ける生死觀──無分別の視點から〉，《臨

濟宗妙心寺派教學研究紀要》第7號（2009年5月），頁19-36等。 
94 下見隆雄：《劉向「列女傳」の研究》（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年2月） 
95 下見隆雄：《儒教社會と母性──母性の威力の觀點でみる漢魏晉中國女性史》（東京：研文出版，1994
年12月，2008年12月增補版被出版了） 

96 下見隆雄：《孝と母性のメカニズム──中國女性史の視座》（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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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或者服從雙親的實踐道德。接著，他在2002年出版了《母性依存の思想──「二十

四孝」から考える母子一體觀念と孝》。
97
他根據前作的論點，觀察存在著「孝」原點

的依存母性的思想，從母子一體觀念的視角分析母性依存的思想，擬確認儒教家族制

上的親子、夫婦等人際關係的結構，而後探索日本社會與日本精神的特質。 

一般而言，儒教社會是以男性爲中心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可是，按照他的看

法，是因爲女性忍受卑陋，而男性才能受到尊崇。可知研究儒教思想史的時候，不應

該忽視「女性」的觀點。近年，下見氏仍專心研究女性學，發表了〈藍鼎元《女學》

の研究〉、
98
《《華陽國志》列女傳記──中國古代女性の生き方》，

99
以後仍值得我們期待

他的研究成果。 

中島隆博《殘響の中國哲學──言語と政治》
100
也是開拓新領域的充滿雄心之作。

「言語與政治」本身並不是新的題目，可是他利用的方法很激進。在日本，除了大室

幹雄氏、舘野正美氏等之外，大部分的學者還是用傳統的「漢學」的方法，把重點放

在古代世界的復原。反之，中島氏懷疑「中國哲學」的言詞本身，用西方哲學的方法

來研究荀子、莊子、《文心雕龍》、朱子學、胡適、阿倫特（Hannah Arendt）、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以及魯迅，解構「中國哲學」本身。如此立場是熟知現代哲學的

中島氏才能提出來的。
101 

如同上文，橋本敬司教授的研究也很有趣，同樣是利用西方哲學的成果來看中國

思想。比方說：〈孔子の禮、孝、仁、樂〉、
102
〈中國思想に見る身體──王陽明の身體

                                                 
97 下見隆雄：《母性依存の思想──「二十四孝」から考える母子一體觀念と孝》（東京：研文出版，2002
年4月） 

98 下見隆雄：〈藍鼎元《女學》の研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4集（1997年10月），頁29-46；〈藍鼎元《女

學》の研究（2）〉，《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3集（2002年5月），頁131-147；〈藍鼎元《女學》の研究（3）〉，
《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4集（2002年10月），頁155-176；〈藍鼎元《女學》の研究（4）〉，《東洋古典學

研究》第15集（2003年5月），頁89-119；〈藍鼎元《女學》の研究（5）〉，《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6集（2003
年10月），頁55-74；〈藍鼎元《女學》の研究（6）〉，《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7集（2004年5月），頁85-104；
〈藍鼎元《女學》の研究（7）〉，《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8集（2004年10月），頁85-109；〈藍鼎元《女學》

の研究（8）〉，《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0集（2005年10月），頁83-110；〈藍鼎元《女學》の研究（9）〉，《東

洋古典學研究》第21集（2006年5月），頁79-90；〈藍鼎元《女學》の研究（10）〉，《東洋古典學研究》

第22集（2006年10月），頁57-65；〈藍鼎元《女學》の研究（11）〉，《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4集（2007年
10月），頁105-114 

99 下見隆雄：《《華陽國志》列女傳記──中國古代女性の生き方》（東京：明德出版社，2009年5月） 
100 中島隆博：《殘響の中國哲學──言語と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年9月） 
101 中島氏最近又出版了《哲學 humanities》（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5月）；以及《莊子──鷄となって

時を告げよ 書物誕生 あたらしい古典入門》（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6月）。 
102 橋本敬司：〈孔子の禮、孝、仁、樂〉，《哲學》第50集（廣島哲學會，1998年10月），頁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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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103
〈荀子の「身體」──性惡說と化性說の戰略〉、

104
〈荀子の戰略としての禮治

システム〉、
105
〈『孟子物語』批判〉、

106
〈記號化される孔子〉

107
等，都是研究意識身體

論、言語戰略論、物語論、記號論的。筆者認爲，其說當否暫且不論，但中島氏、橋

本氏等人的嘗試，作爲打破閉塞的中國哲學界的鑰匙，其中頗有值得關注之處。
108 

以上談到近十年日本具有特色的研究，都是與現代的論題相關，或是逼近「人」

的問題，而這樣的研究很適合稱爲「哲學」。筆者當然認爲復原古代的姿態很重要，可

是我們不應該忽視作爲「哲學」的「中國哲學」這一面。 

 

第三節  研究方法的變化 

 

在本節，筆者想談的是近十年日本儒學研究方法的變化。隨著時代演進，研究方

法或是環境當然也在變遷。在此，舉出日本近十年來的三個特色：第一是「電腦化與

國際化」，第二是「共同研究的增加與學際化」，最後一個是「課程博士的出現」。 

第一，「電腦化與國際化」。因爲十幾年以前電腦的技術開始發展，所以近十年正

是資訊化的時代。尤其是網路對人類的影響很大。憑藉網路，就連住在地球對面的人

也能立刻聯絡得上，找資料也比以前便利多了。以前如果想找資料就得去圖書館，先

找到「索引」或「引得」之類，而後才能影印資料。可是，現在找資料不一定得去圖

書館了。因爲大部分的資料已被電子化，在網路上大概就能找得到，並且可以立刻下

載。國立國會圖書館的「NDL─OPAC」、109
 China3的「東洋學文獻類目」、

110
漢字文獻

情報處理研究會的「Kanhoo!東洋學サーチ」
111
等網站均相當實用。

112
筆者認爲隨著如

                                                 
103 橋本敬司：〈中國思想に見る身體──王陽明の身體知〉，《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9集（1999年），

頁22-41 
104 橋本敬司：〈荀子の「身體」──性惡說と化性說の戰略〉，《哲學》第52集（廣島哲學會，2000年10

月），頁77-88 
105 橋本敬司：〈荀子の戰略としての禮治システム〉，《哲學》第53集（廣島哲學會，2001年1月），頁143-156 
106 橋本敬司：〈『孟子物語』批判〉，《哲學》第54集（廣島哲學會，2002年10月），頁137-150 
107 橋本敬司：〈記號化される孔子〉，《哲學》第58集（廣島哲學會，2006年10月），頁137-150 
108 當然利用西方哲學也有陷阱，請參考《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9號（2004年6月）特集「東アジア思

想における傳統と近代」。 
109 國立國會圖書館NDL─OPAC（http://opac.ndl.go.jp） 
110 東洋學文獻類目檢索（第6.0α版）（http://mousai.kanji.zinbun.kyoto-u.ac.jp/ruimoku/index.html.ja）。 
111 Kanhoo!東洋學サーチ（http://www.jaet.gr.jp/kanhoo/）。 
112 請參考漢字文獻情報處理研究會編：《電腦中國學》（東京：好文出版，1999年3月）、《電腦中國學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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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的數位化，一方面促進研究的速度越來越迅速，一方面讓研究的世界也越來越

廣大。現在已經不能只埋頭於日本一國之內的研究，必須要國際化。 

第二，「共同研究的增加與學際化」。
113
近年，共同研究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因爲經

費問題，一方面是因爲研究對象。日本的大學都法人化，已經沒有以前「國立」的待

遇，於是經費就面臨不足，尤其是人文科系遭遇很多困難。因此他們組織學術團體，

申請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114
或是從「二十一世紀COE（The 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
115
「グローバルCOE（Global COE Program）」

等獲得經費。
116
另外，得看研究對象。比方說：研究出土戰國楚簡一定需要很多背景知

識，例如思想、歷史、文字、民俗等。可是，現在大部分的日本學者都只具備單一專

業面向的知識而已，因此組織團體會更有利於研究的進行。所以近年共同研究越來越

風行。共同研究，不止經費合作，又促進「學際化」，即跨學科之間的交流盛行。
117 

第三，「課程博士的出現」。按以前的教育制度，要拿到博士學位非常困難。念研

究所以後，可能花好幾十年也拿不到學位。但是，經過這樣的過程，終於拿到博士的

人，一定有豐富學識，是名正言順的「博士」。這樣的博士被稱爲「論文博士」。2001

年開始，日本教育制度有所改變。考上博士班之後，與理科系一樣，得要於三年以內

寫完博士論文，經三年的課程之後拿到博士的人，即稱爲「課程博士」。但眾所周知，

對文科系的博士生而言，三年內寫完博士論文非常困難，於是結果只好埋頭進入自己

                                                                                                                                          
（東京：好文出版，2002年4月）。 

113 關於此點，溝口雄三：〈中國思想、思想史研究の視座〉也指出過（《東方學》第100輯，2000年7月，

頁114-126）。 
114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是日本文部科學省對所屬國內的研究機關的研究者給予的補助金，簡稱爲「科

研費」。 
115 「21世紀COE（The 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是2002年新設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研

究據點所形成的補助金事業，爲了塑造世界最高水準的研究教育據點和培養引導世界的研究者，進行

重點式支援的制度。請參考早稻田大學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ンハンシング研究センター編：《アジア地域

文化學の構築──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研究集成（アジア地域文化學叢書1）》（東京：雄山閣，2006
年3月）、《アジア地域文化學の發展──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研究集成（アジア地域文化學叢書2）》
（東京：雄山閣，2006年11月）等。 

116 「グローバルCOE（Global  COE Program）」於2007年開始。其基本理念是繼承「21世紀COE」的，

但與「21世紀COE」不同處在於錄取件數的減半，但每件補助金額倍增，是更具競爭性的制度。松浦

章：《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年8月）、吾妻重二：《馮友蘭自傳

1──中國現代哲學者の回想》（東京：平凡社，2007年10月）及《馮友蘭自傳2──中國現代哲學者の

回想》（東京：平凡社，2007年11月）都是以關西大學文學研究科爲中心的研究計畫「文化交涉學教育

研究據點──東アジア文化交涉學の教育研究據點形成」的成果。 
117 各大學也有獨自的共同研究，比如說：土屋昌明編：《東アジア社會における儒教の變容──專修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10》（東京：專修大學出版局，2007年11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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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門課題。所以現在日本文系博士生的知識程度越來越差，提出的成果也不多，十

分可惜。此一現象進而造成畢業之後，也不容易找到工作。而且由於經費的關係，大

學裡的文科系職位越來越減少。博士數量越來越增加，職位卻越來越減少，豈不是造

成大量缺少競爭力的「課程博士」難以找到工作嗎？
118 

 

第四節  今後的展開及結語 

 

以上，談到近十年來日本儒教研究的情況。在這十年間已有很多改變，可以預期

今後也仍將有許多轉變。 

第一，出土文獻仍具有持續影響力。2008年10月22日，北京清華大學發佈了他們

收藏約2100件大批竹簡的消息。竹簡的詳細內容還不清楚，當中是否包含足以改寫思

想史的資料，日本學者也正關注著。 

第二，出現共同研究的成果。研究要帶來成果，一定需要時間。「COE」二十一世

紀才正起步，我們期待共同研究能夠儘快有成果面世，讓學界接收這巨大的成績。 

第三，在日本這兩、三年以內，處於人口高峰期的一代將達到退休年齡，社會上

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大學也不例外，將有相當多的教授退休，屆時可能會有很多

「記念文集」或者集大成的論著出版，
119
不容忽視。 

第四，以前日本學者不一定去外國留學，尤其是研究古代思想者。因爲他們都以

爲會唸「漢文」就夠了。
120
可是，現在很多年輕學者去外國留學，他們都感受到外語的

重要性。筆者很期待日後國際化、學際化的日本中國學界。
121 

                                                 
118 請參考佐藤將之：〈職業としての中國思想研究──「ワーキング・プア」化する若手研究者〉，《中國

研究集刊》第43號（2007年6月），頁60-83；加地伸行：〈中國哲學史研究ノート（八）〉，《中國研究集
刊》第44號（2007年12月），頁73-88；以及加地伸行：〈中國哲學史研究ノート（九）〉，《中國研究集
刊》第47號（2008年12月），頁109-117。 

119 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刊行會編：《中國思想における身體、自然、信仰》（東京：東方書店，2004
年8月）；福井文雅博士古希、退職記念論集刊行會編：《福井文雅博士古希記念論集──アジア文化の
思想と儀禮》（東京：春秋社，2005年6月）等。 

120 對於日本學者的語言問題，請參考福井文雅：〈二一世紀の日本人研究者の課題〉，《東方學》第100輯
（2000年7月），頁105-113；以及吾妻重二：〈儒教および中國思想史研究の再考〉，《名古屋大學中國
哲學論集》第7號（2008年3月），頁13-23等。 

121 另外，三浦國雄：〈中國研究この五十年──哲學、思想〉（收於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史編纂委員會編：
《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0月，頁63-82）也主要以「學會展望」爲材料
而回顧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來的足跡，指出現代年輕學者的視野狹窄化等圍繞著近年中國哲學思想研
究的問題點，很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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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國學界，曾佔有世界最大的中國學界之一角。但是，教育制度的變化引起

年輕學者知識的下降，反之，國際化、電腦化加速世界各國學者的發展，日本中國學

者現在已經不能「唯我獨尊」了。可以說，日本中國學界正處於一個轉折點。可是，

筆者認爲，日本年輕學者不必放棄傳統的研究方法，應該以日本傳統的方法爲基礎而

繼續研究，才能在日本與其他國家研究之間加以區別，對於世界中國學的發展做出貢

獻。 

以上，實在冒昧，從筆者的視角來看近十年的日本儒教研究情況。由於篇幅上的

限制，而不能說到中國近現代儒教及日本儒學研究，這也是筆者今後需面對的研究課

題。本文一定有不足或是偏頗的地方，尤其是近世思想方面，應該有很多問題。尚請

各位海涵，並且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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