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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系列在東海--校友篇 

杜維明教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上) 

謝鶯興*編 

杜維明先生，祖籍廣東南海縣西樵鄉，1940 年 2 月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

1949 年全家到台灣，就讀台北女師附小，台北建國中學初中部、高中部，1957

年考進東海大學外文系。 1親炙徐復觀、牟宗三等大師。他曾在〈為往聖繼絕

學〉提到：「徐復觀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從大學二年級因受他的感召，轉入中

文系專攻中國哲學以來，復觀師無時無刻不帶領著我步入中國歷史、文學和

思想的田地。他教育我如何開墾耕種，指導我耐心灌溉培植，警告我不要揠

苗助長，鼓勵即使略有所得也絕不放棄勇猛精進的志趣。我的運思途徑經啟

蒙恩師牟宗三先生點化後，三十年來沒有大幅度的改變。」 2 

1961 年畢業、服役後，1962 年 8 月，取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獎金赴哈佛大

學留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隨即在美國、中國大陸、台灣等各地授課講學。

2018 年 11 月，受邀在「東海大學徐復觀教授學術講座」擔任講座，進行演講。 

杜先生著作等身，僅《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7 年 11 月)收錄的〈杜維明論著編年〉，從 1968 年至 1997 年止，

即可見其斑。鄭文龍、胡治洪編〈杜維明論著編年目錄(1965 年至 2001 年)〉，

僅專著部份，即有 29 部，遑論所列之單篇論文(從 725 頁到 749)。2001 年之後

的出版，擴及他在各地演講、研討會發表、接受訪談而彙集成書更不遑枚舉。

茲根據本館典藏的杜先生專著，從他的東海中文系畢業所撰寫的學士論文，

圖書館配合創校 40 週年，蒐集與彙編校友著作中的杜先生論文集等，依出版

年代先後，仿館藏古籍整理模式，摘錄各書序、前言、導言、編譯後記或作

者簡介中，有關是書的出版概況，並羅列各書〈目次〉中的各篇名稱，以便

未來再進一步蒐集資料的參考。 

王充與葛洪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論文，1961 年 

按：本書是 1961 年大學畢業寫學士論文，指導老師為梁容若教授，給予

極高的評價，說：「詳研王葛之書，提要鈎玄，具見匠心，比較論文

                                                 
* 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1 參閱胡治洪、鄭文龍編〈杜維明年譜簡編〉，收入《杜維明文集》第五冊附錄一，武

漢：武漢出版社，2002 年 4 月。 
2 收入《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曹永洋編，頁 240~245，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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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綱舉目張，富有理致，卓具見地。」第一章〈前言〉說：「這

篇論文只要討論並比較王充和葛洪的文學理論，只注重這理論的本

身，對於這些理論背後的推動--哲學思想，以及這些理論所發生的影

響力--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都不涉及。」 

第二章〈王充的文學理論與葛洪的關係〉，分：(一)比較研究王

充與葛洪的原由。(二)王充影響葛洪的實例。 

第三章〈王充的文學理論〉，分：(一)文學和文人的價值及地位。

(二)文學的目的。(三)為文的態度。(四)創造的精神。 

第四章〈葛洪的文學理論〉，分：(一)概說。(二)文章與德行並

重。(三)古文不必勝今文。(四)其他與王充相同的文學主張。(五)葛

洪自己的見解。 

 

三年的畜艾，杜維明著，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 年 10 月 

按：杜先生〈序〉文說：「我是一九六二年來美國的，八月中旬從中央山

脈的游擊訓練調返嘉義退伍，九月下旬就在大洋彼岸邊的康橋過起

研究院的生涯。天氣、土地、風俗人情的轉變都太突然了。置身於

英文環境，又加上勤修日文和補習法文的壓力，常會感到一種無名

的文化疏離，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塊漢字來傳達心聲的時候，才

覺得真正地親近了自己的根源。」又說：「出國以後我又自然地恢復

了運用國語思考的習慣--一種內心的『對話』。有時還『擠出』一些

時間寫散文，間或也向國內的報章雜誌投稿。」本書即是這種狀態

產生的。 

全書共收二十篇：1.智識份子與時代信息；2.現代中國智識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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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抉擇；3.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信；4.爭取國際學壇的發言權；

5.從建立自我到國際學壇；6.消弭學術界的趨時風氣；7.從博士到教

授--漫談美國的學術界；8.美國學術「市場」概況；9.以學術為市場

的弊病；10.維也納之行--記第十四屆國際哲學大會；11.漫談儒家的

品題人物；12.從中國思想研究看臺灣；13.有關「儒學研究」的幾重

障礙；14.儒家的新考驗；15.全盤西化的最後一課；16.有關文化認

同的體驗；17.歷史、文化上有份量的犧牲者；18.文化兩極與兩棲文

化；19.華僑青年躍動中的智識份子；20.三年的畜艾。 

人文心靈的震盪，杜維明撰，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76 年 5 月 

按：〈序〉云：「六十度月圓，多少陰晴圓缺，多少悲歡離合，多少國際

風雲的大變幻，然而蒐在這本集子裏的體察竟是如此零星，時論又

是如此散亂。五年的積稿當然不只這些，但這短短的二十多篇文字

已是目前可以約略向讀者表示敬意的全部心血了。」 

除〈序〉與〈結語：體察與時論〉外，全書分上、下兩篇，共

26 篇文章，各篇名稱如下：一、上篇：學思感言，收：1.體驗邊緣

的問題；2.儒家心性之學--論中國哲學和宗教的途徑問題；3.印度行

感言；4.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5.唐君毅的悲

願；6.根源性的抉擇；7.與日哲西谷啟治一夕談；8.追撲富強的影子；

9.了解自己的發掘工作；10.反省的證道者--為紀念「馬賽爾」而作；

11.三萬呎高空的夢想；12.玄谷與偶思；13.有關「傳統包袱」的感

言；14.神秘主義在美國；15.胸中的風暴--自沙特訪問記而想起的。 

二、下篇：旅美短評，收：16.美國大學教育的認同危機；17.

美國的分離與整合；18.科技的限度；19.美國的「智識分子」；20.「東

方思想」在美國；21.神秘主義和道德性；22.美國大學言論自由遇考

驗；23.美科學界「基本研究」受考驗；24.生態學的四大原則；25.

美國的「汽車文明」開始沒落；26.工農二分法此路不通。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問難和討論，杜維明著，台北：聯

經出版公司，1989 年 5 月 

按：〈自序〉指出：「應當說明，這裡所收節 10 篇文字雖然都曾見諸報章

雜誌，但並不能代表我的定見；它們只不過是我近年的思想痕迹而

已。我決定把自己對《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尚在進行反思

的經歷公之於世，是想邀請大家同來探索這個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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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讓我把目前所知這 10 篇文字刊行的情況作一交待，借此對海

內外出版界協助我傳達心聲、廣結善緣的機構表示謝忱。《傳家傳統

的現代轉化》的節本，曾以〈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為題在北京的

《讀書》(1985 年 10 月)刊出，《新華文摘》轉載，全文刊在紐約的《知

識分子》(1985 年秋季號)；〈傳統文化與中國現實〉由香港的《九十

年代》(1985 年 11 月)一次刊出；〈創造的轉化〉則由已停刊的海外《中

報月刊》(1986)分五期連載；〈認識傳統〉和〈超越而內在〉兩篇，

發表於新加坡的《亞洲文化》(1987)；〈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創新〉收

在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主編的《中國傳統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7)，因為是『據發言提綱和錄音整理』，所以有『未經作者本

人審閱』的申明；由劉剛記錄整理的〈談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沒有

正式發表，但前面提到的政治學院曾刊印成單行本流傳大陸軍中；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由香港《明報月刊》分三期連載(1986

年 1、2、3 月)；〈孟子：士的自覺〉和〈從世界思潮的幾個側面看儒

學研究的新動向〉兩文，則發手一女卜尸《九州學刊》(1987，1986)」。 

全書除〈自序〉外，共收錄四個單元，各分若干節，各篇名稱

如下： 

一、北京訪談，分：1.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2.傳統文化與中國

現實--有關在中國大陸推展儒學的訪談；3.創造的轉化--批判繼承儒

家傳統的難題；4.認識傳統--對儒教中國的回顧和反思；5.超越而內

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思想。 

二、上海論學，分：1.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創新；2.談中西文化比

較研究。 

三、廬山反思，收：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 

四、曲阜回顧，分：1.孟子：士(知識分子)的自覺；2.從世界思

潮的幾個側面看儒學研究的新動向。 

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杜維明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年 10 月 

按：〈前言〉云：「《三年的畜艾》(志文出版，一九七〇)宣洩了六〇年代

旅美求學的情懷，《人文心靈的震盪》(時報書系，一九七六)吐露了

七〇年代淺嘗施教滋味的感觸，這裡所收的是八〇年代初期自覺地

為儒學創造生機所作的反思。……《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聯

經，一九八九)刊行之後，面臨海內外各種論說的挑戰，開發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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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資源，讓儒家的源頭活水流向世界的意願更強，而且更迫切地

感到重新認識和了解儒家是為『文化中國』創造嶄新的價值領域所

不可或缺的思想事業。在這種心境裡校讀以『西樵偶語』為標簽的

三十篇文字，便覺得每篇都只點頭而已，都有重新起步『詳為之說』

以闡明主旨的必要。」至於「『儒學訪談』所搜的四篇，因為是根據

對話的實錄，而且通過刪節或摘要的形式見諸海峽兩岸的報章雜

誌，應該算是『儒學論說』的公產了。」 

除〈作者簡介〉及〈前言〉外，所收的兩個主題 34 篇的名稱如

下：一、西樵偶語，收：1.從認識、了解到批評、創造；2.一陽來復；

3.建立白我的體上工夫；4.該學那一樣；5.沉默；6.觀畫斷想；7.聽

的藝術；8.從祭祀湧現的藝術--正餐酒會；9.愛那看不見而不死的事

物；10.百壽人瑞--為蕭太夫人百年高壽而作；11.又見到了律克；12.

翠綠城午餐；13.從異鄉到失落；14.美國陽光帶的興起；15.以道德

實踐對治共識破產；16.寒流下的暖流--高標理想的美國研究生；17.

探討「軸心時代」；18.從「軸心時代」看儒學興起；19.站在「大家」

這邊的勞心者；20.伊尹之任；21.「實學」的含意；22.妻者齊也；23.

儒家的女性主義；24.儒學在美國的初機；25.儒家倫理和東方企業精

神有關嗎；26.介紹〈海岳文集〉；27.儒家的動力--為紀念陸彬教授而

作；28.一陽來復的儒學--為紀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29.徐復觀

先生的胸懷--為紀念一位體現了憂患意識的儒學思想家而作；30.孤

往探尋宇宙的真實--重印《尊聞集》。 

二、儒學訪談，收：1.工業東亞與儒家精神；2.儒家傳統的現代

轉化；3.儒家的現階段發展；4.傳統文化與中國現實--有關在中國大

陸推出儒學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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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與自我修養，杜維明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年 6 月   

按：杜先生在〈聯經中文版序〉說明本書各篇撰寫的時間以及發表的刊

物，如：1.第一篇就是 1968 年在《東西哲學》發表的〈「仁」與「禮」

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中譯本；2.〈作為人性化的「禮」〉(第二章)

和 1970 年 12 月在印度馬德拉斯宣讀的〈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

行合一」〉(第六章)都是同類的工作。3.〈主體性與本體論的實在性--

王陽明思維模式的闡釋〉(第十章)和〈王陽明四句教考〉(第十一章)，

後者在《東方佛學》刊出。4.〈心與人性〉(第八章)、〈重建儒學傳

統〉(第九章)，刊在《亞洲學報》；〈作為哲學的轉化思考〉(第十二

章)刊在《東西哲學》，此三篇為書評，分別評牟宗三、錢穆、丁博

三位的論文；1970 年在亞洲學會宣讀〈宋明儒學的「人」的概念〉(第

五章)。5.〈儒家的成人觀〉(第三章)，刊在 1975 年《代達羅斯》雜

誌，〈論孟子的道德自我發展觀念〉(第四章)刊在《一元論者》，〈內

在經驗：宋明儒學思想中的創造性基礎〉(第七章)刊在《藝術家和傳

統：中國文化中的古為今用》。6.〈顏元：從內在體驗到實踐的具體

性〉(第十三章)和〈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探索〉(第十四章)在美國學

術聯會資助的國際研討會中提出。〈儒家思想：近來的象徵和實質〉

(第十五章)草就於 1974 年文革期間。又說：「這本論文集曾由北京大

學的胡年和于民雄
3
翻譯為中文，以《人性和自我修養》為書名，收

入中國文化書院所刊行的《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裡，由北京

的中國和平出版社於 1988 年出版。」「不過大陸版沒有原序(多半讀

者不知道這些論文都是十五年前用英文發表的舊作)，又因刊行倉促

把注腳全部刪除。」「東海大學的張端穗教授，不僅把注腳全部譯出，

而同重新詳閱大陸版，作了比重譯更艱難的校讎工作，使全書面目

煥然一新(譬如顏元第十三章便徹底重新翻譯)。大陸版原有龐朴的叢

書總序和湯一介為《人性與自我修養》撰寫的前言，我接受了聯經

編輯部的建議為聯經版撰寫了這個新序，說明原委。因此，龐、湯

兩序只好割愛。」 

〈導言〉說：「本書中的十二篇論文及三篇書評論文是我企圖了

                                                 
3 按，《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 6 月)，

作「胡軍、丁民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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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儒家思想的一些研究成果。」提出：「選擇了『精神』這個詞」，「目

的在於：以一種分析的、描述的方式來檢討儒學思想模式的某些顯

著特徵。」 

除〈聯經中文版序〉、〈原序〉及〈導言〉外，收入三個部份，

共 15 篇論述，各篇名稱如下： 

第一部分「古典儒學思想」，收：1.「仁」與「禮」之間的創造

緊張性；2.作為人性化過程的「禮」；3.儒家的成人觀；4.論孟子的

道德自我發展觀念。 

第二部份「宋明儒學的思考模式」，收：5.宋明儒學的「人」的

概念；6.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行合一」；7.內在經驗：宋明儒學

思想中的創造基礎；8.心與人性(書評論文)；9.重建儒學傳統(書評論

文)；10.主體性與存有論實在--王陽明思維模式闡述；11.王陽明四句

教探究；12.作為哲學的轉化思考(書評論文)；13.顏元：從內在體驗

到實踐的具體性。 

第三部份「現代儒學思想體系」，收：14.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

探究；15.儒家思想：近代的象徵和實質。 

杜維明著作論文集，東海大學校友著作系列，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編，1995

年 11 月 

按：本書係東海創校四十週年時，海圖書館進行校友著作展的蒐集，實

際是杜先生贈送，圖書館送請裝訂成冊的。收集的資料，主要是 1995

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吉隆坡的報導，著眼於儒家與當地回教信

仰的對談。杜先生在《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後記》說：「去年(是

書是 1997 年 12 月出版，故應指 1996 年)，為了回應亨廷頓『文明衝

突』的論說，我和納瑟教授合作，在康橋舉行了伊斯蘭教和儒家的

對話。」此二者是否有關連性或延續性，有待進一步閱讀杜先生的

著作之後，才能確定。 

全書以《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有關的報導為主，各篇標

題如下： 

1.「儒家思想激發個人巨大動源，推動東亞經濟衝刺」，黃水連，

《南洋商報》，1995 年 3 月 12 日。 

2.「杜維明：延續自強不息生命力，儒家是個開放系統」，王枝

木，南洋日報，1995 年 3 月 12-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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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學者杜維明教授抵隆，杜維明贊同開創亞洲倫理」，未

署名，南洋商報，1995 年 3 月 12 日。 

4.「大馬倡議回儒融合」，陳鴻瑜，南洋商報，1995 年 3 月 12 日。 

5.「企業與企業家形象的樹立」，鄭韵穆，日期不詳。 

6.「無法擺脫統治者優越感：王賡武批評西方容不下其他文

明」，柯金德等，南洋商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7.「杜維明：建立新世界秩序，回儒研會將促進東西方文明對

話」，其它不詳。 

8.「理大副教授貞德拉說，各族分享回儒價值觀，將建立『近

悅遠來』社會」，其它不詳。 

9.「良實：人類異中求同消弭衝突，環球應該一家親」，柯金德

等，南洋商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10.「吳德耀教授紀念文化講座：儒學彌補西方人權觀不足，杜

維明：它強調人權並兼顧人的尊嚴」，吳從興，新加坡新聞，1995

年 3 月 22 日。 

11.「吳德耀教授紀念文化講座：杜維明：讓各族人民把各自文

化資源發揚光大，新加坡解開文化之『結』時機應該已成熟」，未署

作者，新加坡聯合早報，1995 年 3 月 21 日。 

12.「Islam and Confucianism can help unite a country」，未署作者，

Life at Large，日期不詳。 

13.「Vision to ensure religious harmony amid prosperity」，

RamanDaud，The Straits Times，1995 年 3 月 21 日。 

14.「Democracy ‘better for Confucian ideals’」，The Straits 

Times，1955 年 3 月 22 日。 

15.「Towards global peace, understanding」，New Starts Times，1955

年 3 月 14 日。 

16.「Tradition can curb radicals」，其它不詳，1995 年 3 月 14 日。 

17.「Don: Repackage Confucianism」，其它不詳，1995 年 3 月 14 日。 

18.「Cultural forces to shape Asia’s future」，New Starts Times，

1995 年 3 月 14 日。 

19.「Proposal for institute to study ethics」，New Starts Times，199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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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ialogue will preclude clash of civilisations」，Life at large，

1995 年 3 月 22 日。 

21.「The Inaugural “WU THE YAO Memorial Lecture 1995”」，

The Straits Times，1955 年 3 月 18 日。 

22.「杜維明教授每日讀《論語》」，蕭依釗，刊名不詳，1995 年

3 月 9 日。 

23.「回儒對談消除猜疑有助促進區域和平」，邱文發，星洲日

報，日期不詳。 

24.「對〈回儒對談研討會〉的展望」，葉慶炎，其它不詳。 

25.「杜維明教授稱：回儒文明交流，最低要求是忍」，星洲日

報，1995 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 

26.「從回教角度看《論語》：馬大署理校長認為孔子應列先知

之一」，戴秀琴等，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 

27.「研討會明由安華揭幕，主講人包括杜維明、王賡武、李卓

然等」，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 

28.「鍾玉蓮：華社應立研究機構，對儒家思想進行理論建設」，

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2 日。 

29.「成中英：對華人有好感，大馬文化走向融和，回儒對談有

兩益處」，戴秀琴，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2 日。 

30.「奧斯曼：淵遠流長相融合，中國及回教國貢獻人類文明」，

其它不詳。 

31.「安華：東亞社會逐步轉型，宗教傳統影響深遠，角色重要

應做研究」，其它不詳。 

32.「歷史性會晤四大機構，首相將與華社對話」，星洲日報，

1995 年 3 月 13 日。 

33.「馬大首創設立回儒研究中心」，戴秀琴，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3 日。 

34.「顏德志：宗教影響文明，人類應遵從法治」，未著撰者，

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3 日。 

35.「安華建議馬大，開辦東亞研究系，專注回教和儒學」，林

艾霖，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3 日。 

36.「教長將批准馬大創設東亞研究系」，其它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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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杜維明教授 16 日蒞檳，假理大演講回教與儒學」，其它不

詳。 

38.「馬大首創設立回儒研究中心」，戴秀琴，其它不詳。 

39.「定中明：尋求回儒共同點，可促進人類和諧」，李成友，

其它不詳。 

40.「世界文明胥視宗教和諧」，「杜維明：通過對話，異中求同

互助發展」，歐陽文風，其它不詳。 

41.「莫哈末布雅納：[印尼有必要加強華文與儒學學習」，戴秀

琴，其它不詳。 

42.「安華：與回教社會尋求共同價值觀，華裔應深研儒學精

華」，傅德發，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4 日。 

43.「為探討亞洲傳統宗教鋪路」，未署撰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4 日。 

44.「杜維明教授：推動三種精神資源，現代文明呈新局面」，

其它不詳。 

45.「馬大中文系副教授鍾玉蓮：欲解決新世紀問題，文明對話

不可缺少」，未署撰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4 日。 

46.「印尼大學莫哈末博士：新興工業國崛起，儒家價值觀居

功」，未署作者，星洲日報，其它不詳。 

47.「香港文化工作者胡菊人，讚馬推崇容忍一家親」，未署作

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4 日。 

48.「大場面，小故事，用華語講孔子學說，安華一出場掌聲多」，

其它不詳。 

49.「馬大校長阿都拉山努西開幕致詞，認識各族宗教文化，有

助團結世界民族」，未署作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4 日。 

50.「林良實：貫徹回儒價值觀，大馬社會更強大」，其它不詳。 

51.「各團體組織領袖有話說：盼調整教育步伐，助儒學重新定

位」未署作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52.「杜維明冀華裔把部份精神從經政活動移至文化」，張啟華，

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53.「回儒研會掀新境界，將在各地引起迴響」，其它不詳。 

54.「中華文化研究掀熱潮，系列重大研討會籌備進行中」，戴



大師系列在東海：校友篇 

53 

秀琴，其它不詳。 

55.「王賡武教授：注重教育，儒教根植華人心中」，未署撰者，

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56.「李卓然：中國回儒學者，16 世紀已對話」，未署撰者，星

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57.「顏德志：慎防西方策劃，文化重整行動」，其它不詳。 

58.「詹德拉：回儒對話意義非凡，可促進全民團結，建立共同

價值觀」，其它不詳。 

59.「成中英：歷史上及具共同思想利益方面，回儒應探討交

流」，其它不詳。 

60.「馬大開辦東亞回儒研究系，政商學術界齊讚好」，未署撰

者，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61.「小組討論：孔子應列先知，與會者質疑，奧斯曼峇卡窮於

應付」，其它不詳。 

62.「阿里芬貝認為：儒家順應天命思想，會妨礙現代化歷程」，

其它不詳。 

63.「文明一多就會衝突。王賡武教授指西方觀點太片面」，其

它不詳。 

64.「分組研討會：杜維明；除著重道德倫理，儒家也談鬼神」，

其它不詳。 

65.「出席者各抒己見，主講人變旁聽者」，其它不詳。 

66.「馬大校長宣佈回儒對談研會，訂為常年盛會」，傅德發，

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67.「儘速加強回儒學術研究」，社論，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5 日。 

68.「設回儒研究中心，大馬眾望所歸」，未署作者，星洲日報，

1995 年 3 月 16 日。 

69.「村田祺子剖析人心，瞭解對方信仰，才會互相尊重」，黃

悅群，星洲日報，1995 年 3 月 16 日。 

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美)杜維明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1 月 

按：作者在〈致謝〉中一一說明各篇論文撰寫緣由、發表刊物出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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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導言〉、〈譯後記〉外，並附〈杜維明論著編年〉，收錄從

1968 年起到 1984 年的著作，並附「即將發表的論著」。 

收錄的 9 篇名稱如下：1.東亞思想觀念中的「道德概念」；2.生

存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3.儒家論學做人；4.傳統儒家思想中

的人的價值；5.《論語》中的「仁」：一個能近取譬的不朽觀念；6.

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觀念：中國美學探討；7.自我與他人：儒家思想中

的父子關係；8.新儒家的宗教信仰和人際關係；9.新儒學本體論初探。 

   

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坡一九八八年儒學群英會紀實，杜維明主編，台

北：正中書局，1997 年 7 月台初版   

按：杜先生〈序〉云：「《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所展現的是『文化中國』

--包括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北美等地『儒學第三期發展』的

里程碑，有承先啟後的作用，不僅沒有被歷史的浪潮所淹沒；而且

既有預見性又有前瞻性。有預見性，因為八八年提上議程的課目，

如儒學發展的方法問題，儒學傳統的內在資源及其限制和西方現代

文明對儒學傳統的挑戰，都是近年來為文化中國的知識界所關注的

課題。有前瞻性，因為從文明對話和多元主義來檢視儒家傳統的現

代轉化，正是面向廿一世紀漢字文化圈不可迴避的思想挑戰。」指

出：「會議的錄音先由東亞哲學研究所的張夏幃聘請專人作成文本。

夏威夷東西中心文化傳播研究所的朱小康在九〇年代，根據初稿，

組織工作人員，把全部資料輸入電腦，再由正中書局綜合掌理，才

成完稿。這本紀實(包括論文、討論和附錄)經過亞太三地十多位有心

人士的整理方逐漸形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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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導言〉說：「1988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新加坡東亞

研究所主辦了『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為主題的『國際儒學研討

會』。」並從三個方面作概要的評述：1.儒學面對的問題與挑戰；2.

儒學的內在資源及其限制；3.儒學發展的前景。 

除杜維明〈序〉、吳光〈導言〉外，分 16 個主題，收入各與會

學者的論文，各篇名稱如下： 

一、中心課題，收：1.勞思光〈試論當代反儒學思潮--理據與功

能的雙重檢討〉；2.余英時〈現代儒學的果境〉。 

二、方法脈絡，收：1.朱維錚〈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2.陳來

〈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3.會議討論。 

三、時代涵義，收：1.龐樸〈作為思想方法的中庸之道〉；2.蔡

仁厚〈儒學的常與變--從經權原則看儒家的鮮活之氣〉；3.會議討論。 

四、傳統結構，收：1.劉述先〈論所謂中國文化的超穩定結構〉；

2.蕭萐父〈傳統、儒家、倫理異化〉；3.會議討論。 

五、當代轉折，收：1.金觀濤〈當代中國馬克斯主義的儒家化〉；

2.秦家懿〈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3.會議討論。 

六、新加坡/香港，收：1.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十九世紀

末新加坡的儒學運動〉；2.趙令揚〈儒學與香港專上教育關係之今

昔〉；3.會議討論。 

七、台灣/北美，收：1.戴璉璋〈儒學教育困境下的省思〉；2.

王心揚〈道德的和非道德的家庭主義對移民同化過程的影響--略論

儒家思想與中國在美國移民的文他〉；3.會議討論。 

八、超越內在，收：1.張灝〈儒家的超越意識與批判意識〉；2.

湯一介〈論儒家哲學中的超越性與內在性〉；3.會議討論。 

九、人生理想，收：1.傅佩榮〈以人性向善論重新詮釋儒家之

正確性及適用性〉；2.余敦康〈什麼是儒學？〉；3.會議討論。 

十、評價反思，收：1.唐端正〈論儒學思想的開放性〉；2.吳光

〈論儒學對知識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3.會議討論。 

十一、民主運動，收：1.林毓生〈新儒家在中國推展民主與科

學的理論所面臨的困境〉；2.沈清松〈儒學與現代民主之前景〉；3.

韋政通〈儒家與台灣的民主運動〉；4.會議討論。 

十二、經世致用，收：1.李焯然〈論儒家的經世精神〉；2.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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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經濟發展與儒學復興〉；3.會議討論。 

十三、重建發展，收：1.梅廣〈儒家價值的重建--以台灣經驗為

例〉；2.張亨〈台灣儒學發展問題管見〉；3.會議討論。 

十四、得失利弊，收：1.方克立〈略論現代新儒家之得失〉；2.

包遵信〈儒家傳統與當代中國〉；3.會議討論。 

十五、現代轉化，收：1.孫長江〈關於儒學研究的幾點想法〉；

2.甘陽〈儒學與現化--兼論儒學與當代中國〉；3.會議討論。 

十六、未來前景，收：1.傅偉勳〈試論儒家思想的自我轉折與未

來發展〉；2.金春峰〈從一中之二看儒學發展的未來前景〉；3.會議討論。 

專題討論，收：1.儒學發展的方法問題；2.儒學傳統的內在資源

及其限制；3.西方現代文明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展望，收：儒學研究的新契機。 

附錄，收：1.陳來〈傳統儒學的評價與反思--有關近年儒學討論

的參考資料〉；2.會議程序表。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杜維明著，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 11 月   

按：作者在〈序〉說：「所收的九篇論文與其說是我因回應各種外來機緣

而對儒家人文精神作出的現代詮釋，不如說是通過多元渠道和北美

幾位師友之間的人物共商舊學而獲致的些許心得，要更符合事實。」

故一一說明各篇論文撰寫緣由，又說：「《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不是一本一氣呵成的專論，但其中所體現的『問題意識』卻首尾貫

穿相互連繫。雖然，九篇文章相隔的時間跨度很長，而且是在各種

學術情境中因針對特殊課題而作出的不同回應，可是它們都環繞著

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學而展開。」 

除〈序〉、〈導言〉外，附〈杜維明論著編年〉，收錄從 1968 年

起到 1997 年的著作，並附「即將發表的論著」。 

收錄的九篇名稱如下：1.東亞思想觀念中的「道德共範」【江蘇

人民山版社版作「概念」】；2.生存【江蘇人民山版社版作「存有」】

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3.儒家論做人【江蘇人民山版社版作

「論學做人」】；4.先秦【江蘇人民山版社版作「傳統」】儒家思想中

的人的價值；5.仁：《論語》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隱喻【江蘇人民山版

社版作「《論語》中的「仁」：一個能近取譬的不朽觀念」】；6.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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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的人的觀念：中國美學探討；7.自我與他人：儒家思想中的

父子關係；8.宋明儒學的宗教性和人際關係【江蘇人民山版社版作

「新儒家的宗教信仰和人際關係」】；9.宋明儒學本體論初探【江蘇

人民山版社版作「新儒學本體論初探」】。 

一陽來復，杜維明撰，陳引馳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按：〈序〉云：「陳引馳教授梳理了我從 1965 年到 1995 三十年來散見各

地的文字之後，以『中國傳統心性之學的歷史命運』為主軸，摘出

二百〇五條，編為以《一陽來復》為名的隨筆。」除〈編後記〉外，

收錄的 205 篇的篇名如下： 

1.儒學第三期發展的設想；2.文明對話；3.文化中國；4.我是 比

較傳統的；5.處理陰暗面和調動潛力；6.遙遠的回響；7.對西方文化

挑戰 的回想； 8.三 個命題； 9.不同的空 間； 10.邊緣 與中心； 11.象徵

世界；12.軸心文化的多樣與共通；13.軸心時代與現代思想之多元；

14.現 代 文 明 的 整 合 性 與 分 裂 性 ； 15.儒 家 倫 理 的 當 代 意 義 ； 16.儒 家

的 人 文 資 源 ； 17.儒 學 在 美 國 的 前 景 ； 18.倫 理 的 創 造 性 綜 合 ； 19.儒

家倫理和東方企業精神；20.東亞資本主義類型的倫理特點；21.多變

與斷裂感；22.危機意識與實效立場；23.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認同；

24.知 識 分 子 的 政 治 關 切 ； 25.西 化 論 是 主 流 ； 26.西 方 價 值 成 為 我 們

的 傳 統 ； 27.馬 克 思 主 義 何 以 進 入 中 國 ； 28.西 化 論 的 民 族 意 識 ； 29.

列文森論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30.儒家傳統的現代沒落；31.儒學象

徵 體 系 ； 32.思 想 史 圖 象 ； 33. 「 置 之 死 地 而 後 生 」； 34.多 元 背 景 下

的 反 思 ； 35.強 人 政 策 及 其 反 用 ； 36.「 封 建 主 義 」 罪 責 何 在 ； 37.五

四精神；38.反思與繼承；39.五四知識分子的新舊矛盾；40.見證者；

41.自 我 認 同 的 破 壞 ； 42.現 代 知 識 分 子 症 候 ； 43.在 學 術 文 化 上 建 立

自信；44.傳統知識之士的文化認同；45.海外知識分子的文化兩極；

46.「 兩 棲 文化 」； 47.三種 「 中國 人」； 48.華人知 識 分子 ；49.當 今 中

國五大思想潮流；50.「 五四」以來的四個問題；51.「儒教 國家」；

52.儒 教 中 國 與 儒 家 傳 統 之 分 疏 ； 53.從 聖 到 王 ； 54.儒 家 思 想 的 兩 條

路 線 ； 55.「 獨 尊 儒 術 」； 56.庸 俗 化 的 可 能 ； 57.政 治 化 的 負 面 ； 58.

抗 議 精神 ；59.以 德 抗 位； 60.王 陽 明； 61.批 判 精神 ； 62.學 習做 人 ；

63.內 在 邏 輯 ； 64.最 低 要 求 與 最 高 體 現 ； 65.心 性 之 學 ： 哲 學 與 宗 教

之間；66.修身的兩種哲學基底；67.一氣貫穿；68.儒教機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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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新人文主義；70.哲學的人學；71.一個悖論；72.人物品題；73.中

庸 人 格； 74.體 道 者與 鄉願 ； 75.內 在經 驗 與尚 友古 人 ； 76.立命 ； 77.

仁 與 人 間 相 關 性 ； 78.關 于 詩 立 於 禮 ； 79.樂 ； 80.作 為 人 性 化 過 程 的

禮；81.禮的他人性與內在性；82.恕；83.孝的觀念；84.時；85.以活

生 生 的 人 為 基 礎 ； 86.體 知 ； 87.道 德 與 知 識 二 分 的 障 礙 ； 88.德 性 之

知與聞見之知；89.儒家的經驗知識觀；90.認識自我就是完善自我；

91.掘 井 及 泉 的 功 夫 ； 92.心 的 培 養 與 擴 充 ； 93.與 宇 宙 一 體 和 內 在 轉

化；94.儒學與美學；95.自我；96.相互依存；97.道德與才能；98.夫

妻觀；99.父子關係；100.傳統價值觀念與民主；101.儒家傳統與西方

個人觀念；102.與科學並非互不相容；103.具體而普遍的證驗；104.

超 越 而 內 在 ； 105.存 亡 繼 絕 ； 106.仁 學 的 定 位 ； 107.道 德 理 性 ； 108.

孔子的文化關切；109.仁學的入世精神；110.孔子的宗教情操；111.

成人；112.文化傳承者；113.顏回的人性光輝；114.仁與禮；115.仁；

116.創 造 性 緊 張 ； 117.學 ； 118.孟 子 的 文 化 自 命 ； 119.孟 子 的 歷 史 意

識 ； 120.心 ； 121.恆 心 ； 122.匹 夫 不 可 奪 志 ； 123.「 存 心 」 與 「 深 造

自得」；124.善、信、美、大、聖、神；125.民主觀念；126.為士的社

會功能作辯解；127.站在「大家」這邊的勞心者；128.《中庸》的人

性實踐觀念；129.從孟子到韓愈；130.古代儒學鳥瞰；131.牟宗三梳

理宋明理學；132.儒學的開放性；133.宋明儒學基本評價；134.張載

論人性的本體論地位；135.朱熹的創發性；136.創造性與傳統性；137.

朱 子解 詩；138.錢 穆 論朱 子「 心學」； 139.「 胸中 原是 聖人」 與自 我

實 現 ； 140.知 行 合 一 ； 141.格 物 ； 142.良 知 ； 143.顏 元 的 真 實 形 象 ；

144.實 學； 145.踐 禮的含意； 146.自省； 147.「轉世 」； 148.朱熹 顏元

人 性 辨 ； 149.顏 元 與 王 陽 明 ； 150.何 心 隱 ； 151.天 理 與 人 欲 ； 152.實

學的含意；153.現代新儒家三代；154.孤往探真的熊十力；155.熊十

力的自我形象；156.熊十力本體論之淵源；157.熊十力本體論建構之

指向；158.為往聖繼絕學；159.哲學家的風骨；160.兩種精神傳統；

161.文化保守主義；162.反省的證道者；163.以道德實踐對治共識破

產；164.德伏扎克的抉擇；165.西方文化的特點；166.民主的淵源；

167.西方宗教、哲學分疏；168.哲學宗教一體；169.宗教性哲學；170.

心性之學的西化格義；171.內在參與者；172.地上的天國才是真實永

恆的；173.存在主義的實踐性；174.自我心理學與儒家人格發展；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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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行動論與儒學；176.東亞思想中的道德發展觀念；177.東亞之

道的特徵；178.中國文化的多元性；179.中國哲學的基調；180.存在

的連續性；181.中國宇宙論的基本特點；182.氣；183.石頭的精神性；

184.唯我獨尊意識的形成；185.政治結構控御文化結構；186.傳統文

化的控制系統；187.誰更受「傳統包袱」的迫壓；188.人也是歷史的

文 化 的 精 神 實 體 ； 189.聽 的 藝 術 ； 190.聽 覺 功 夫 ； 190.沉 默 ； 191.權

威 ； 192.多 元 的 解 釋 ； 194.訓 詁 與 思 想 ； 195.時 序 倒 置 ； 196.「 學 術

為天下公器」；197.詮釋學的創造；198.兩種類型的創造；199.傳承三

層次；200.傳播文化不一定靠文字；201.「三戒」；202.孔子論管仲；

203.熊十力與胡適；204.熊十力論西學引入；205.《燕山夜話》。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杜維明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 12 月 

按：〈前言〉云：「1988 年 5 月 20 到 6 月 29 日我應台灣大學哲學系和歷

史系的邀請，以『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為題，開設了一門由台灣

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只而滿足兩個學分的『濃縮』課，……共十

三次」。又云：「旅居台北期間，曾到香港參加儒家和基督教對話及

華人經濟及政治現代化兩個學術會議，給我一個從多層次、多向面、

多維度和多因素的視野來考慮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和現代精神的儒

學詮釋的機會。」強調：「應當指出，這裡所記錄有關『現代精神』

和『儒家傳統』的觀點反映了我六年半前的思路。」 

雖然有「13 次」的講授，但缺「從解構到重建」，杜先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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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我對『從解構到重建』一講因錄音機失靈沒有保存並無悔

恨之意」，知其缺少之故。全書〈儒學創新的契機(代序)〉、〈前言〉、

〈後記〉，共收 12 講，各講名稱如下： 

第一講「軸心時代的涵義--引言」，分：1.儒學傳統在中國文化

區的現狀；2.反思的三個基本前提；3.軸心文明與儒家傳統。 

第二講「韋伯：資本主義的興起」，分：1.韋伯和韋伯學；2.韋

伯和比較文化研究；3.價值取向及其文化意義；4.新教倫理和資本主

義精神；5.思維盲點與理論典範。 

第三講「現代西方的動源」，分：1.韋伯的精神資源；2.西方文

明發展的動源；3.文化模式間的差異性；4.對中國文化的照察。 

第四講「柏深思：現代化的多面性」，分：1.柏深思學術研究總

體觀；2.柏深思思想的三個源頭；3.柏深思的社會分析模式；4.從柏

深思模式看儒家傳統；5.柏深思主義的危機。 

第五講「美國的生命形態」，分：1.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2.美

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觀；3.美國當代的危機；4.文化層和社會層白[戈

斷裂。 

第六講「哈伯瑪斯：理性的透視」，1.分哈伯瑪斯思想產生的背

景；2.哈伯瑪斯及其思想來源；3.理性思想的線索。 

第七講「現代主義的挑戰」，分：1.當代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

2.西方理性主義的限制；3.儒學的創造性轉化。 

第八講「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分：1.列文森的挑戰；2.傳

統的危機和全盤西化思潮；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4.傳統與中國知識

分子。 

第九講「工業東亞的興起」，分：1.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2.

對儒學傳統的重估；3.東亞社會的同構現象；4.儒家文化和工業東亞。 

第十講「傳統的生命力」，分：1.尋根意願的現代涵義；2.儒學

的內在超越性；3.知識精英與中國政治。 

第十一講「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分：1.儒家傳統的起源和發

展；2.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3.儒家傳統的限制及其創造性基礎。 

第十二講「新軸心時代的必要與可能」，分：1.軸心時代的價值

動態及其文化載體；2.現代精神再檢討；3.工業文明中的矛盾現象；

4.第二軸心文明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