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臺灣漢學講座 

「臺灣漢學講座」邀請李賢中教授於斯洛維尼亞大學演講 

本（107）年 5月 10日，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大

學(University of Ljubljana)合作，假該校舉辦今年第二場「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Chinese Studies)」。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李賢中教授，主講「從思想單

位研究先秦儒、墨哲學 (Study on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 Units)」。  

盧比亞納大學在東南歐漢學研究重鎮，為加強臺灣與東南歐地區在漢學研究

的交流，國圖於 106 年與該校合作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s 

Center on Chinese Studies，TRCCS)」，提供斯洛維尼亞及東南歐地區優質的臺灣

漢學研究資源。此外，自 103年至今，已有 7位來自盧比亞納大學的斯洛維尼亞

籍學人獲得國圖漢學研究中心的外籍學人獎助金。這些雙面合作及交流，對於延

展臺灣文化及漢學研究在斯洛維尼亞的傳播均有相當正面的成果。 

本次講座由盧比亞納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Roman Kuhar 教授主持，國圖曾館

長淑賢以及斯洛維尼亞知名漢學家羅雅娜(Jana S. Rošker)教授亦出席致詞歡迎李

賢中教授，並表達對於未來雙邊合作的深切期許。 

李賢中教授在本次講座中向斯洛維尼亞的聽眾介紹「思想單位」及其在研究

中國哲學上的運用。李教授透過簡報，向聽眾分析「思想單位」內的結構，並將

此一結構區分為情境構作、情境處理及情境融合三個層面。此三項不同的層面更

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多項相關因素，如：涉及現象的掌握、意義的定位、事態發展

的預期以及思想者企圖作為的意向等等。待介紹完「思想單位」的結構後，李教

授緊接著說明「思想單位」的推理方式必須利用「所依之理」及「所據之理」。

「所依之理」是指邏輯，如演繹法、歸納法等；「所據之理」則是倫理、法理、

心理等各家理論。 

演講的第二階段則以研究案例說明「思想單位」的研究方法。李教授以儒家、

墨家思想為例，考察人性、倫理方面的議題，並說明孟子「性善」與荀子「性惡」

思想以及孔子、墨子「仁愛」與「兼愛」思想間的異同與關聯性，並嘗試在更為

宏大的「思想單位」中，提出儒、墨兩家思想整合之可能性。 

本次講座適逢盧比亞納大學東亞研究圖書館開幕活動，現場吸引將近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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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演講後有不少聽眾提問，就演講內容以及透過「思想單位」使傳統中國哲

學思想系統化重構的方法，與李賢中有相當熱烈的交流。 

國圖曾館長一行於演講落幕後，隨及參加盧比亞那大學東亞圖書館開幕典禮。

該校東亞圖書館歷經數年籌備，並以臺、日、韓、中四國之學術出版品做為館藏

四大重點。國圖出席此次盛會，不僅象徵著臺、斯兩國在學術交流層面往來之深

厚，更是未來深化及擴大兩國以至於東南歐地區學術交流的基礎。 

 

 

 

 

 

 

 

 

 

 

 

 

 

 

左起羅亞娜((Jana S. Rošker)教授、李賢中教授、曾淑賢館長、Natasia Vampelj 

Suhadolnik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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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中教授演講 

 

 

 

 

 

 

 

 

 

 

 

 

 

會場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