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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域下的華人文化跨學科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簡介

Sinophone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林遠澤（Lin Yuan-t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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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華人文化不僅構成華人社會的根本，更是屬於全人

類的共同資產。華人文化研究由來已久，從中國長久以

來的國學傳統，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興起於歐

美各國的漢學研究，皆可說是在從事華人文化的研究工

作。當前國際上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大都維持在傳統

的漢學系所中，較為注重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文學、歷史、

哲學與宗教等經典學說的研究；而比較能關注中國現代

化或華人文化在當代發展所具有之意義者，則大都轉型

而形成東亞研究，採用區域研究的路徑。這些研究取徑

其實都尚未能涵蓋華人文化的豐富性，因而有必要進行

研究典範的革新。

特別是近年來，面對全球華人與中國在經濟、政治

與軍事各方面的強勢崛起，歐美百年來的漢學研究，實

已不足以做為理解華人社會的基礎，舊有研究典範正陷

入失效的危機中。反觀中國百年來的人文研究，則同樣

面臨難以擺脫西方學術殖民的困境。臺灣則以其特殊的

歷史經驗，不僅比中國大陸更好地保存了中國文化，又

能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對中國文化進行現代化的融通

與轉型，臺灣因而有更好的優勢，負起重建華人學術傳

統，引領國際建立新漢學研究典範的重責大任。為此之

故，本中心將以華人文化主體性做為研究對象，俾能

重塑華人社會的文化價值、再造華人社會的行動意義系

統。

本研究中心的建立意在跳出傳統漢學各學科的研究

範疇，為華人文化研究尋找新的路徑。為此，本研究中

心借用「華語語系」（Sinophone）概念為切入點，將研

究視野擴大至以「華語」為母語者，範圍涵蓋中國大陸、

臺、港、北美、東南亞等全球各地，探討華人文化在不

同地區中的多元發展，以及它在全球化過程中，與世界

其他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但不同的華語地區，其表

現的形態雖各有不同，但他們仍具有核心相同的文化認

同，歸屬於華人文化這個集合之下；這樣的進路，將使

我們得以跳出以傳統中國漢文化為中心的單一論述，而

從文化「主體性」的視角，透過跨文化的類型學比較，

從與他者比較的差異中，突顯個別的主體性，並由此發

掘漢文化與多種文化在交融與互動過程中的豐富和多元

性。

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宗旨，因而在於以華人文化主體

性做為研究對象，推動並達成：一、推動國際漢學機構

共同合作，建立新漢學研究典範；二、以全球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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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議題研究，變革傳統教學內涵，培育新一代國際化人

文學人才；三、在社會責任上，提供學術界與社會各界

開放的交流環境，通過推動公眾對於自身文化的再思

考，再造社會行動意義系統之目標。

以此為目標，本中心因而致力從兩個層次出發，嘗

試革新漢學研究的典範。一方面，在研究內容上，文化

的主體性特別表現在它的語言思維模式、宗教性與倫理

實踐的取向上，本中心對於華人文化主體性的內容研

究，因而特別聚焦在─華人思維模式、華人宗教性與

華人倫理實踐取向─這三個研究領域之上；而在研究

方法論上，本中心將通過在地化的研究方法，推動觀點

與視野的革新，並透過數位人文學的創新，引領人文學

的研究展開全新的風貌。透過前三個主要領域的研究，

本中心致力帶動本校文學（中文、臺文、外文、華語文

學程）、史學、哲學、宗教學、語言學、民族學、政治學、

社會學、教育學與心理學等不同學科，進行跨領域研究，

及課程設計與教學內涵的變革，以期使傳統的人文學研

究能在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下，投入對社會實踐的關

注。而透過數位人文領域的研究，本中心也將數位技術

與人文學研究之跨學科、跨領域相連通，建構華人數位

人文學方法論，並培養數位人文的研究人才。

二、中心簡介

（一）組織架構

目前研究中心設置中心主任（張廣達講座教授）、

執行長（林遠澤教授），以及掌理個別研究群的 4 位副

主任（蔡源林教授、馬愷之（Kai Marchal）教授、鄭文

惠教授、陳婉真教授）。四大研究群並包括有 26 位政

大專任教授共同擔任研究團隊成員，本中心設有執行委

員會與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中心業

務，諮詢委員會則將延攬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學

者擔任委員，針對本中心之發展策略與目標，提供相關

諮詢與興革意見，並依研究議題提供指導，或直接參與

研究。本研究中心之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包括本校相關

領域有傑出研究表現之學者，並聚焦在延攬已有優秀表

現、且具有潛力成為卓越學者之國內外年輕學者，經由

資深學者搭配年輕優秀學者共同合作研究，實現優秀人

才的傳承和永續培養。本中心之組織架構參見下圖：

國立政治大學

中心主任/執行長/副主任

執行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華人思維模
式研究群

華人倫理實
踐研究群

華人數位人
文學研究群

在此架構之下，為聚焦參與學者所深入研究的問

題、充分展開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四大研究群將各自依

問題性質，再集中區分出二至四組研究焦點，分別從 12

個不同的向度，全面分析當代華人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要

素。各研究群的研究焦點表列如下：

華
人
文
化
主
體
性
研
究
中
心

A. 華人思維模式研究群

 A1. 漢語語言類型學之比較研究

 A2. 中西跨文化之比較哲學研究

 A3. 華人文學之美學感受性研究

 A4. 華人時空觀之歷史意識研究

B. 華人宗教性研究群

 B1. 宗教重返的後世俗社會研究

 B2. 世界諸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

 B3. 當代華人宗教田野調查研究

C. 華人倫理實踐研究群
 C1. 華人應用倫理學研究

 C2. 華人意義治療學研究

D. 華人數位人文學研究群

 D1. 數位演算平臺與知識本體庫

 D2. 華人之社會網絡與文化地圖

 D3. 華人概念傳播的圖／文探勘

本中心致力於四個研究群的跨領研究，具體規劃透

過短中長期的實施步驟，來進行橫向的統整。短期內，

先由各組回顧各該領域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中期再由

各群整合各組的觀點，以達到在最後兩年能達到中心設

定最後的目標，亦即能對華人文化主體性做出輪廓清楚

的說明。為促進每位成員的跨領域合作，本中心第一年

著重在維持各群組各自舉辦學術活動的形式，但第二年

起便將努力推動不同組別之間的合作研究，由兩個以上

的研究群共同舉辦學術會議的形式，由此逐步推動跨領

域的橫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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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團隊

1. 華人思維模式研究群

本研究群整合政大文學院的「近代歐陸哲學資料中

心」、「現象學研究中心」與理學院的「心智、大腦與

學習研究中心」組成新的研究團隊，透過漢語與漢字的

獨特語言類型，研究華人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哲學思

維模式，以及著重抒情的美學感受性，並透過更故革新

的歷史思維，研究華人的時空觀。其中，由心理系蔡介

立教授、英文系徐嘉慧教授與哲學系林遠澤教授負責籌

組漢語語言類型學比較研究團隊，在「心智、大腦與學

習研究中心」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將哲學的文字學

哲學研究、語言學的手勢語研究與心腦科學的語言認知

研究加以整合，以為漢語與漢字的語言學研究提出新的

研究典範；由哲學系馬愷之與王華教授，負責籌組中西

跨文化比較哲學研究團隊，運用現代語言與觀念，對中

國哲學進行現代詮釋，以使中國哲學與現代思潮相契

合，從而促進本土哲學與文化之創造發展；由中文系廖

棟樑、林啟屏與曾守正教授籌組「中國文學之美學感受

性」研究團隊，接續王夢鷗教授嚴謹的「語言美學」體

系與論證，進行華人文學美感經驗內蘊的重新理解與建

構；由歷史系張廣達講座教授與劉季倫教授籌組華人時

空觀之歷史意識研究團隊，通過研究邊疆史、西域史與

中外交流史，考掘那些表現在文化發展之歷史意識中的

華人時空觀。

2. 華人宗教性研究群

本研究群面對文明衝突與基本教義派興起的宗教重

返現象，反思華人宗教著重此世與人間的信仰意義，並

透過具體田野調查，展示華人宗教體系運作模式，提供

宗教多元對話的理論思考空間。此研究群建立在整合政

大原已成立的「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的基礎上。其中由

政治系郭承天教授與社會系邱炫元教授負責籌組宗教重

返的後世俗社會研究；由宗教所蔡源林與黃柏棋教授，

負責籌組世界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由宗教所謝世維教

授與中文系高莉芬教授籌組當代華人宗教（含神話）的

田野調查研究。

3. 華人倫理實踐研究群

本研究群結合本校「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

研究群」，意在興發傳統文化思想資源，提供保護自然

生態的道家精神基礎；面對臨終關懷與科技物欲造成的

心靈空虛，提供佛教的意義治療學觀點；因應長照與社

區治療需求，提供由儒家人際網絡構成的支援系統。其

中，由哲學系鄭光明教授與宗教所李玉珍教授籌組華人

應用倫理研究團隊；由教育系陳婉真教授、哲學系汪文

聖教授籌組華人意義治療學研究團隊。

4. 華人數位人文學研究群

本研究群奠基於本校領先全國的數位人文研究，以

及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的專業研究上。本校文學院

過去原即成立「歷史與思想數位人文實驗室」（Digital 

Lab for History and Thoughts），此係由歷史學門、文學

學門、國際關係學門、資科學門、統計學門研究者組成；

意在建構華文為主的數位平臺，借助數位工具探勘華人

概念傳播過程，描繪華人社會網絡與文化地圖，發展新

世紀人文學研究的新方法。本研究群研包括中文系鄭文

惠特聘教授、圖檔所兼本校圖書館館長陳志銘教授、圖

檔所蔡明月教授、宗教所林敬智教授等人。

三、重點推動工作

為推動國際漢學學術交流，厚植漢學研究基礎，本

中心目前正推動幾項重點工作：

（一）設立「政大華人文化講座」

每年邀請 2 到 3 位國、內外學術聲譽卓著，對本中

心相關研究領域有突破性創見的學者，進行一系列 5 次

的演講，演講內容並將結集成專書出版。以今（2018）

年為例，目前已經邀請到德國馬斯 ‧ 普朗克（Max-

Planck-Gesellschaft）心理語言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Gunter 

Senft 教授，發表「語言與文化主體性」專題講演，講述

語言、文化與認知的多樣性及變化性，各講次主題包含：

「空間概念與文化」、「名詞類別與文化」、「情緒與

文化」、「語用與文化」、「語言與文化意識」等；另外，

並邀請到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楊儒賓教授，講授「儒家

與現代中國」，演講內容包括：「當代中國的黎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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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情歸何處：回到晚

明的思考」、「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臺灣」、

「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1949

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等精彩議題。

（二）開設「大師課程」

每年邀請 1 至 2 位國際知名學者，於政大開設與本

中心研究相關之課程，以帶動課程革新，開拓本校學生

的研究視野。以今年為例，目前已經邀請到香港中文大

學關子尹榮休教授，開設「哲學視野中的漢語與漢字」

大師課程，非常受到學生歡迎。

（三）成立「漢學虛擬學院」

借助網路傳播無遠弗屆的傳播效力，本中心將建立

虛擬學院，將上述「政大華人文化講座」、「大師課程」

等演講與課程在網路上公開播放，以使世界各地對漢學

研究有興趣者，都可以透過本中心網站，吸取漢學研究

的最新成果。

（四）建置「華人數位人文運算平臺」

本平臺將開放提供由本中心建置之華人文化研究資

料，現在正著手進行數位典藏《羅家倫全集》。

（五）出版《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

目前籌劃出版郭承天教授、謝世維教授與卜道教授

等多本中英文專著。

（六）舉辦「國際漢學高峰會」

本中心每年將主動邀請各國主要的漢學研究單位，

探討漢學國際合作的議題，以重新型塑漢學研究的國際

學術空間。

四、學術活動

目前已經舉辦過的活動舉例如下：

（一）工作坊與研討會

1.  「語言、想像力、政治─東方民族思維與實踐中的

語言觀」工作坊（2018.5.19）。參與學者：石井剛（日

本東京大學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馬愷之教授、小

野泰教（日本學習院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耿晴（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島隆博（日本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超域文化科學教授）、志野好

伸（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廖欽彬（廣州中山

大學哲學系教授）、林遠澤教授。邀集來自臺灣、中

國與日本學者共同構思與討論，論題涉及領域深廣，

從《論語》以至晚清、從政治乃至佛學等面向；其中

並有林遠澤教授與中島隆博教授分別發表專書與帶領

討論。工作坊尾聲同時舉行林鎮國教授的榮退演說。

2.  「 宮 廟 分 靈 的 社 會 網 絡 與 空 間 分 析 」 工 作 坊

（2018.6.15）。與會學者：林敬智教授、洪瑩發（中

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博士後研究）、戚常卉（金門

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溫宗翰（靜宜大學臺

灣研究中心執行長）、齊偉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副研究員）。與會學者就研究宮廟的社會網絡之

方法與工具交換意見，並研議 GIS、CRGIS 等工具的

使用及資料庫化的構想。

3.  「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1949-present）」國際學術

研討會、「重返東南亞華人宗教與社會文化研究」論

壇與「華人宗教文化之驅邪比較研究」論壇兼儀式展

演（2018.7.12-15）。此為中心與政治大學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參與學者：李豐楙（政治大學講

座教授）、譚偉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系主任）、廣瀨直記（日本早稻田大學教

授）、林振源（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執行長）、

王崗（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宗教系終身教授）、丁荷生

（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潘君亮（法

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文化語言中心教授）、徐天基（深

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研究部副主任）、羅丹（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謝世維教授、

許蔚（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常

靜志（Florian C. Reiter，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東方文化

研究所教授）、李玉珍教授、林敬智教授、張超然（輔

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巫能昌（復旦大學歷史系講

師）等人。集結臺灣、德國、日本、美國、香港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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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等地學者討論地方道家文獻、道家倫理與社會法治

之間拉力與互動、臺灣道壇資料庫建立乃至地方宗教

與數位人文的案例研究。其間並有李豐楙教授分享其

新作《從聖教到道教─馬華社會的節俗、信仰與文

化》，交流熱烈且迴響不斷。

4.  「 華 人 文 學 感 受 性 研 究 議 題 發 想 」 工 作 坊。

（2018.8.4）。參與學者：顏崑陽（東華大學中文系

講座教授）、連清吉（日本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

教授）、張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蔡英俊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毓瑜（臺灣大學中文系

教授）、林遠澤教授、廖棟樑教授、曾守正教授、林

啟屏教授、馬愷之教授。此工作坊就「華人文化主體

性」與「美感經驗」兩大研究主題進行省思與展望，

會上臺、港、日等地中文學門的專家學者，分別圍繞

臺灣和海外地區的美感經驗研究進行交流，並研議日

後研究合作事宜。

5.  「華人文化與地方道教研究」工作坊（2018.9.17）。

此為本中心與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由丸山宏（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發表題為「勉

系瑤族意者書的形式、內容及其研究上的意義」的演

講。與談人有張超然教授、謝世維教授、林敬智教授。

6.  「宗教中國化」與中國《宗教事務條例》學術研討會

（2018.9.28）。此為本中心與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

究中心共同舉辦。與會學者：宗樹人（David Palmer，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計然（湖南大學馬克

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李玉珍教授、林振源教授、

林敬智教授、徐麟（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

承天教授、蔡源林教授、學愚（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教授）、謝世維教授。會中討論佛教、基

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在歷史發展裡中國化的現

象、其之與政治、社會乃至倫理面向的關係。

7.  「佛教性別倫理」工作坊（2018.10.12）。與會學者：

戴愛蓮 （Elise Anne DeVido，聖嚴漢傳佛學講座教

授）、釋常諗（法鼓文理學院兼任助理教授）、鄭維

儀（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李玉珍教授、蘇美

文（中華科技大學副教授）、釋自鼐（香光寺法師）、

林美容（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會中討

論就以往佛教敘述中對於女性角色的忽視出發，省思

性別研究為平順的歷史敘述找破綻的可能性，進而重

新建構以女性為主體的歷史。

( 二 ) 演講

1.  「政大比較哲學講座系列Ｉ：莊子研究圓桌論壇」

（2018.6.22）。講者為方萬全（東吳大學哲學系客

座教授）和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與

談人為王華教授和馬愷之教授。

2.  「跨文化哲學講座」之「《老子》中全「天下」的政

治秩序的構想─基於馬王堆帛書《老子》、郭店楚

簡《老子》、北京大學簡《老子》」（2018.9.28）。

講者為池田知久（Tomohisa Ikeda，東京大學名譽教

授、東方學會理事長）。與談人為林啟屏教授。

3.  「 跨 文 化 哲 學 講 座 」 之「Language as a Symbolic 

Form of Culture」（2018.10.19）。講者為 Guido Kreis

教授（Aarhus University），與談人為關子尹教授。

4.  「 跨 文 化 哲 學 講 座 」 之「 感 通 論 的 當 代 意 義 」

（2018.10.26）。講者為黃冠閔（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研究員），與談人為林遠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