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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提示 

 
1. Participants can search their own name or paper title to find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各位参会者

可以搜索自己的姓名或论文题目查找报告时间（提交英文论文者请按拼音搜索姓名）。 

 

2. All plenary meetings and concurrent sessions are listed according to local Beijing time. 议程中

所有时间为北京时间。 

 

3. All sessions of this conference use VooV Meeting software, also called Tencent meeting. Please 

download and register in advance. All meeting sessions can be directly joined through the meeting 

ID. The plenary session and the special invitation sessions will be in the form of webinars, and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enter: Using conference link 1 attendees can freely turn on their microphone and 

video as well as share their screen. Quests invited to speak and the hosts should enter the venue 

through link 1 which can accommodate 200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erence venue which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link 2 using the venue ID can accommodate 2000 people, but the those 

who attend cannot directly turn on the microphone and video.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you 

need to click the "raise hand" button and the host will switch to speaking mode for you. For the sake 

of a successful conference, all participants and observers are requested to log in with their real names 

and speakers and moderators are requested to enter the venue at least 15 minutes in advance.本次

大会所有场次皆使用腾讯会议软件，敬请提前下载，并注册登录。所有会议场次皆可通过会

议 ID 直接加入会议。全体大会和特邀专场采用网络研讨会形式，有三种方式入场：会议链

接 I 可以自由开启麦克风和视频、共享屏幕，敬请发言嘉宾与主持人务必从链接 I 入场，该

链接可以容纳 200 人同时在线；通过链接 II 与 ID 入会者，可容纳 2000 人，但该通道无法

直接开启麦克风和视频，参与讨论发言需要点击“举手”按钮，然后由主持人为您切换发言模

式。为了会议顺利进行，敬请所有参会者和旁听者实名登录，敬请发言人与主持人至少提前

15 分钟进入会场。 

 

4. How to use the online conference software (VooV Meeting/Tencent Meeting) : 

http://iscp2021.ecnu.edu.cn/_t4036/60/c8/c28301a417992/page.htm；& 

http://iscp2021.ec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25/aa/7ff00a504d0c9c7438754f7c0bc6/e4de7ec2

-69df-414c-a617-3efa0d7e9592.pdf 

腾讯会议及网络研讨会 webinar 使用指南：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doc-detail/44/index.html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

doc-detail/657/index.html 

http://iscp2021.ecnu.edu.cn/_t4036/60/c8/c28301a417992/page.htm
http://iscp2021.ec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25/aa/7ff00a504d0c9c7438754f7c0bc6/e4de7ec2-69df-414c-a617-3efa0d7e9592.pdf
http://iscp2021.ec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25/aa/7ff00a504d0c9c7438754f7c0bc6/e4de7ec2-69df-414c-a617-3efa0d7e9592.pdf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doc-detail/44/index.html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doc-detail/657/index.html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doc-detail/65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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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e to the limit for attendees on VooV Meeting, the plenary session and special invitation 

sessions will be aired live on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echat public account. It can also 

be viewed on the “live broadcast” section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annel on the website and phone app Bilibili.com. To access the live broadcast on the 

website, click on the following link: http://live.bilibili.com/22720956. Other special topic 

conferences will be broadcast live through Voov Meeting only.全体大会和特邀专场将在华东师

范大学视频号、华东师大哲学系 B 站直播；其他专题会议将通过腾讯会议同步直播。 

 

6. Before all participants log in to the online venue, please chan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VooV 

conference to the exclusive background of this conference. The download link can be found on the 

conference website (URL: http://iscp2021.ecnu.edu.cn/71/46/c28287a422214/page.htm). We will 

also send attendees the conference agenda in the conference WeChat group and email group. 所

有参会人员登录在线会场前，敬请将腾讯会议的背景更改为本次会议专属背景，下载链接

见会议网站（网址：http://iscp2021.ecnu.edu.cn/71/46/c28287a422214/page.htm），我们也会

在会议微信群与邮件组中随会议议程一并发送给与会者。 

 

7. Eac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will have a host (a chair or a convener). The host will announce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session, introducing the speaker, topic of the session, and manage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agenda (the length of the presentation and post-presentation 

discussion will be decided by the chair or the convener, at the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the host will annou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question/discussion period and describe 

the two methods of asking questions. The first method is participants can use the “raise hand” 

function in Voov meeting first and the host will decide who will ask a question by turning on their 

microphone. The second method is the host can select questions entered into the chat area and ask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who typed the question. After the discussion period, the moderator will 

propose participants to open the video and take group photos. After that, the moderator will 

announce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meeting.本次大会各场次均设置了一位主持人或召集人。主持

人宣布会议正式开始。介绍本场会议的报告人和题目，并按照议程的规定控制时间（专题小

组会议的报告和讨论时长，由主持人或召集人自行决定）。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宣布开始提

问以及提问的办法：参会者可以先举手，由主持人决定哪位通过打开麦克风提问；也可以由

主持人从聊天区选择一些文字问题，代为向报告人提问。讨论结束后，主持人提议参会者打

开视频、合影，然后宣布会议正式结束。 
  

http://live.bilibili.com/2272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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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ne: Plenary Meeting 

(第一部分 全体大会) 

 

The First Day 

June 27, 8:30 to 11:30 
 
VooV Meeting ID: 489-365-901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mcm7mDajV1qM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DR39r5ktjWqM 
Standby 
VooV Meeting ID: 526-558-178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lKdKTbyL72B3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mEXZH7JZYRq 

Opening Ceremony Speech（开幕式） 

Chair: Prof. YU Zhen-hua（郁振华教授）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8:30-9:10 

Speaker: President Qian Xu-hong（钱旭红校长） 

President of ECNU,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peaker: Prof. Karyn Lai（赖蕴慧教授） 

Chair of Board of Officers of ISCP,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Speaker: Prof. Guorong Yang（杨国荣教授） 

President of ISCP,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Plenary Session I（大会演讲一） 

Chair: Prof. WU Zhen（吴震教授） 

Fudan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Philosophy History Association 

9:20-10:2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朱子理气论研究的比较哲学视野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Zhuzi’s Theory of Li and Qi)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mcm7mDajV1q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DR39r5ktjWq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lKdKTbyL72B3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umEXZH7JZY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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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for 

discussion) Speaker: Prof. CHEN Lai（陈来教授） 

Dean of the Tsinghua Academy of Chinese Learning 

President of China Philosophy History Association 

Plenary Session II（大会演讲二） 

Chair: Prof. Ann Pang-White（庞安安教授） 

Executive Director & Chai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ISCP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USA 

10:30-11:3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Two Modes of Ethical Reflection 

–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Thought 
(生命的学问与儒学研究方法) 

Speaker: Prof. Kwong-loi Shun（信广来教授） 

Former Chair of Board of Officers of ISC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June 27, 13:00 to 18:00 and 19:00 to 22:00 

Invited Panels and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The Second Day 

June 28, 8:30 to 11:50 
 
 
VooV Meeting ID: 276-963-295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JpP5M36ITzr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LLINiAOm3KRE 
Standby： 
VooV Meeting ID: 830-739-029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hD7ZN7VHPcRE 
Participant link II：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L75mXroXAsqQ 

Plenary Session III（大会演讲三） 

Chair: Prof. FU Chang-zhen（付长珍教授）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JpP5M36ITzr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LLINiAOm3KR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hD7ZN7VHPcR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L75mXroXA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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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8:30-9:3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World Philosophy: Feng Qi and Beyond 

Speaker: Prof. Michael Slote 
Philosophy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USA 

Plenary Session IV（大会演讲四） 

Chair: Prof. Yuanfang Dai 
Department of Writing, Rhetoric, and American Cultur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9:40-10:4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Psychosomas in Early China:  

Another Viewpoint of Tripartitism 

Speaker: Prof. Lisa A. Raphals（瑞丽教授）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USA 

Plenary Session V（大会演讲五） 

Chair: Prof. LIU Liang-jian（刘梁剑教授） 

Dean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10:50-11:5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The Snail and Its Horns:  

Practical Philosophy Inspired by the Zhuangzi 

Speaker: Prof. Carine Defoort（戴卡琳教授） 

Department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June 28, 13:30 to 18:10 and 19:00 to 22:00 

 Invited Panels and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The Thir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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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9, 8:30 to 11:50 
 
VooV Meeting ID: 998-492-354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wuL5xsAfSnfq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tog3lKMhlut 
Standby： 
VooV Meeting ID: 592-849-369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7L3jBJcSbVd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IFg5o3TW4wDI 

Plenary Session VI（大会演讲六） 

Chair: Prof. HONG Xiu-ping（洪修平教授）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8:30-9:3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儒家哲学的开展及其价值 

(The Development and Valu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Speaker: Prof. FENG Da-wen（冯达文教授）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Plenary Session VII（大会演讲七） 

Chair: Prof. CHEN Wei-ping （陈卫平教授）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9:40-10:4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意识与主体性建构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Speaker: Prof. GUO Qi-yong（郭齐勇教授） 

Dean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Wuhan University 

Plenary Session VIII（大会演讲八） 

Chair: Prof. LIANG Tao（梁涛教授）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50-11:5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What's Wrong with Toleration?  

Respect for Different Ways of Life in the Zhuangzi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wuL5xsAfSnfq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tog3lKMhlut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D7L3jBJcSbVd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IFg5o3TW4w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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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for 

discussion) Speaker: Prof. Young Huang（黄勇教授）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ne 29, 13:30 to 18:10 and 19:00 to 22:00 

 Invited Panels and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The Fourth Day 

 

June 30, 8:30 to 12:05 and 13:30 to 18:00 

 Invited Panels and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The Fifth Day 

July 1, 9:00 to 11:30 
 
VooV Meeting ID: 534-447-079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az91Zltdr6pT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PfpSc4qxp18e 
Standby： 
VooV Meeting ID: 249-885-181 
Participant link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4vjiWbgr6ek 
Participant link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8StoOl3WedW 

Speech by the Founder of ISCP（国际中国哲学会创会人演讲） 

Chair: Prof. Xinzhong Yao（姚新中教授）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in China of ISCP,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az91Zltdr6pT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PfpSc4qxp18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4vjiWbgr6ek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8StoOl3We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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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00 
（40 minutes for 

speeches, 2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On Heart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World-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天地之心与中国哲学的世界精神） 

Speaker: Prof. Chung-ying Cheng（成中英教授） 

Founding & Honorary President of ISCP,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Awards Ceremony of The Charles Wei-Hsun Fu Foundation-ISCP 

 2022 ESSAY CONTEST（傅伟勋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10:10-10:30 
 

Prof. Ann Pang-White（庞安安）Remarks on this Year’s Essay 
Contest 介绍本届评选情况 
Executive Director & Chai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USA 
Dr. Sandra A. Wawrytko Presents the Awards 

and Delivers a Speech 颁奖致辞 
Ph.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USA 

President of The Charles Wei-Hsun Fu Foundation 

ISCP Business Meeting （ISCP 工作报告与财务报告） 

10:30-11:00 
 

The Work Report：Prof. Mathew Foust 

ISCP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USA 

The Financial Report: Prof. Yuanfang Dai 
ISCP Treasure, Department of Writing, Rhetoric, and American Cultur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Closing Ceremony（闭幕式） 

Chair: Prof. GU Hong-liang（顾红亮教授） 

Vice President of ECNU 

11:00-11:30 

Speaker: Prof. Ann Pang-White（庞安安教授） 

Executive Director & Chai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USA 
Speaker: Prof. Lisa A. Raphals（瑞丽教授） 

Preview the Theme and Location of the 23rd Conference  
致辞，并预告 23 届会议主题 

Vice President of ISCP,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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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 Guorong Yang（杨国荣教授） 

Remarks about the 2022 Conference, Passing the ISCP Flag to 
the Next President, Declaring the Meeting Adjourned  

致辞, 传承 ISCP 会旗，并宣布会议结束 

President of ISCP,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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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wo 

(第二部分 特邀会议 Invited Sessions) 

（每场发言先后以年齿为序） 
 

Session A 

6 月 27 日（June 27） 13:00-17:50 
 
 

腾讯会议 ID：480-301-353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wbkJAEoHNvLp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JXnxqM3CdciW 
备用： 
腾讯会议 ID：803-637-139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0T0FQZBErS5j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q7OfMphnyJj 
 
特邀专场（一） 
6 月 27 日（June 27）13:00-14:30（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30分钟） 

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主持人：成中英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成中英 夏威夷大学 中西哲学相互诠释之道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 

黄勇 香港中文大学 
从比较中建构： 

如何用哲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哲学 

江怡 山西大学 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建构的影响 

 

特邀专场（二）  

6 月 27 日（June 27）14:40-16:10（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30分钟）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wbkJAEoHNvLp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JXnxqM3CdciW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0T0FQZBErS5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zq7OfMphny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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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话语和形态 

（主持人：孙向晨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樊和平 东南大学 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形态及其现代发展 

罗安宪 中国人民大学 
内通与关联 

——中国哲学之研究方法 

孙向晨 复旦大学 汉语世界与汉语哲学的任务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宗教与义理：略论中国哲学的特质 

 

特邀专场（三） 

6 月 27 日（June 27）16:20-17:50（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30分钟） 

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 
（主持人：黄玉顺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谢遐龄 复旦大学 
中国哲学起源探讨 

——确认世界哲学可能性必须澄清的前提 

张学智 北京大学 哲学与中国哲学 

张文江 同济大学 
从“以西释中”与“以中释中”引申 

——试谈中华学术的可能性进路 

黄玉顺 山东大学 何谓“哲学” 

 

 

Session B 

6 月 28 日（June 28） 13:30-18:10 

 
腾讯会议 ID：461-681-273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zMfF0eQb2kJ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n4I56IytHJNh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zMfF0eQb2kJ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n4I56IytHJ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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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腾讯会议 ID：673-612-377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VXUYJX54Jupq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s9MsnxZkjmFX 
 
特邀专场（四） 
6 月 28 日（June 28）13:30-15:45（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45分钟） 

回溯儒家的精神谱系 

（主持人：丁四新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董平 浙江大学 道统与“十六字心传”的新诠释 

刘成有 中央民族大学 “心同理同”的哲学意蕴 

曹峰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简《五纪》“中”观念研究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 孔荀之间 

徐嘉 东南大学 礼乐文明与中国伦理的奠基 

丁四新 清华大学 
儒家修身哲学之源头 

——《尚书•洪范》五事畴的修身思想及其诠释 

 

特邀专场（五） 
6 月 28 日（June 28）15:55-18:10（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45分钟） 

面向哲学的基本问题 

（主持人：何俊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李景林 
四川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阴阳哲学与情感主义 

——斯洛特阴阳哲学平议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 仁爱观念的兴起与“人”的互助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VXUYJX54Jupq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s9MsnxZkjm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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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 北京大学 普遍相关性：物的世界与名的世界 

何俊 复旦大学 本心与言语 

郑宗义 香港中文大学 再论德福一致 

程志华 河北大学 原人论 

 

 

Session C 

6 月 29 日（June 29） 13:30-18:10 

 
腾讯会议 ID：612-157-437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hkvf6QX5J9Mf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c9z9lhmqfkGE 
备用： 
腾讯会议 ID：902-983-529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UJVsae2WwgZr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i49w6tzG4QPG 
 

特邀专场（六） 
6 月 29 日（June 29）13:30-15:45（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45分钟） 

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主持人：盖建民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吴光 
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 
儒家哲学在 21世纪世界哲学视域下的定位 

洪修平 南京大学 世界哲学视域下的儒佛道之学的交融 

景海峰 深圳大学 
从解经学走向诠释学 

——儒家经学现代转化的哲学诠释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hkvf6QX5J9Mf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c9z9lhmqfkG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UJVsae2WwgZr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i49w6tzG4Q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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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 南京大学 世界哲学视域下的老子哲学的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董群 东南大学 宗密的心学思想述评 

盖建民 四川大学 
“摄生”、“卫生”与“学生”： 

早期道家生命观念及其意蕴 

 

特邀专场（七） 
6 月 29 日（June 29）15:55-18:10（每人发言 15 分钟，讨论 45 分钟） 

中国哲学与世界性百家争鸣 

（主持人：干春松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冯契与世界性百家争鸣 

蔡方鹿 

陈欣雨 
四川师范大学 

中国易学对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的影响 

柴文华 黑龙江大学 论金忠烈的老子哲学 

吴震 复旦大学 从本体到仁体——论熊十力哲学 

干春松 北京大学 
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争——论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

国建设之路的认识（1911-1949） 

陈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传统文化的新开展： 

论贺麟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 

 

 

Session D 

6 月 30 日（June 30） 8:30-12:05 
 

腾讯会议 ID：607-850-566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cMJhnyp1dmz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QcMJhnyp1d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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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tgeSRwBcUheT 
备用： 
腾讯会议 ID：753-503-621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nUvrjx6uZ9Hm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WsehiJSqheg 
 

特邀专场（八） 
6 月 30 日（June 30）8:30-10:25（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40分钟） 

再思宋明儒学传统 

（主持人：肖永明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杨泽波 复旦大学 
“性即理”之“理”是形上实体吗？ 

——关于朱子天理概念的新思考 

朱汉民 湖南大学 论张载的仁爱形而上学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心学色调的君子——王阳明对儒家君子人格内涵的

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肖永明 湖南大学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 

——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刘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史与思想史视域下的“宋学”研究 

 

特邀专场（九） 

6 月 30 日（June 30）10:35-12:05（每人发言 15 分钟，讨论 30 分钟） 

中国哲学与当代处境 

（主持人：吴根友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詹石窗 四川大学 

《周易》“示刑为医”与“身国共疗”的生命哲学

理趣——以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分析为

切入点 

吴根友 武汉大学 “万物一体”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相处的哲学形上学 

樊志辉 上海师范大学 
国家理由、实践逻辑与文教制度、个体理性——关

于中国当代哲学的生产机制与运行机理初步探究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tgeSRwBcUheT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nUvrjx6uZ9Hm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WsehiJSqh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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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锡三 台湾中山大学 《老子》作为一种共生哲学的时代意义 

 
 

Session E 

6 月 30 日（June 30） 13:30-17:50 
 
腾讯会议 ID：883-557-848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8nMc8lfLSQzw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80hA7GbTgZXe 
备用： 
腾讯会议 ID：289-600-591 
参会链接 I：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eVz2lcTWjh8 
参会链接 II：https://meeting.tencent.com/dw/TXrWIN6fO5zf 
 

特邀专场（十） 
6 月 30 日（June 30）13:30-15:45（每人发言 15 分钟，讨论 45 分钟） 

比较哲学的视域 

（主持人：郑开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姚新中 中国人民大学 儒家自我与西方自我的伦理学比较 

高华平 暨南大学 
寻找中西哲学的共同性和结合点： 

谈先秦名家学说的比较哲学意义 

郑开 北京大学 
道与 logos： 

哲学的世界历史视野中的 discourse 与 reality 

何乏笔 
台湾“中央研究

院” 
视觉或触觉：老子与女性主义 

蔡家和 台湾东海大学 世界哲学视域下的东西方哲学比较 

林明照 台湾大学 庄子的语言与伦理性 

 

特邀专场（十一）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8nMc8lfLSQzw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80hA7GbTgZXe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2eVz2lcTWjh8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TXrWIN6fO5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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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June 30）15:55-17:50（每人发言 15分钟，讨论 40分钟） 

作为未来哲学的儒学 

（主持人：乔清举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舒大刚 四川大学 谈谈儒学传承发展的新课题 

陈立胜 中山大学 
中国思想中的“内”意识： 

从内圣外王到内在超越 

乔清举 中央党校 儒学与当代生态哲学的对话 

俞学明 中国政法大学 不确定世界中“士”的进与退 

唐文明 清华大学 承认理论的儒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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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ree: Concurrent Conference Sessions 

(第三部分 专题小组会议) 

 

小组会议简目 

Session Summary 
 

 
 
 
 

6 月 27 日 
下午 

 
The 

afternoon 
of June 

27th 

14:00 — 16:00 16:00 — 18:00 

A1-1   早期儒学的人文传统 
魏冰娥；许咏晴；邓思平； 
王觅泉；夏世华 林孝暸 

A2-1   早期老学及其诠释 
王政杰；张小霞；衷鑫恣 

周海春；郭晓鸣 
A1-2   东亚儒学的成立与展开 
田炳郁；陈绘宇；蓝苑玲；谢晓

东；刘莹；王茂林； 
戴森宇；冯李琪 

A2-2   中国哲学的域外视野 
徐强；黄睿；陆基洋； 
杨杰；肖宛直；林辰 

A1-3  比较视域下的儒家哲学 
韩星；谭延庚；邓刚； 

李明书；何佳慕；窦逸凡；耿芳朝 

A2-3  比较视域下的道家哲学 
王士源；曹政；孙悦；孙迎智； 

杨佳慧；李似珍；沈尚武；赖贤宗 

A1-4 史记与早期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丁宇；曹峰；薛小林；袁青；徐莹 

A2-4  The Pre-Qin Philosophy： 
Scholars and Political Thoughts 

Yalin Zhou；Siufu TANG； 
MA Jiandong；Yuan Ai 

A1-5    Neo-Confucianism：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Zheng Wang；Zhu Shuhao；He 

Fan；Liu Linna 

A2-5 过程哲学视域下的中国哲学 
John B. Cobb,Jr；郭海鹏；杨富斌；王

锟；韩子奇；Ruth Chadd 

A1-6 唐君毅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 
万胥亭；刘妮；张星；黄颖瑜； 

窦晨光；张鸿辰；王顺然 

A2-6  Change and the life-cycle in 
Pre-Qin / Early Han thought 

Dennis Schilling；Richard King；
Francesca Puglia；MA Yuan；Zheng 

Heyang；Anders Sydskjør 
A1-7 返本开新：张祥龙先生与中国

哲学（上） 

吴飞；唐文明；丁耘；柯小刚； 

黄启祥；朱刚；李峻 

A2-7 返本开新：张祥龙先生与中国哲

学（下） 

赵炎；王志宏；蔡祥元；蔡文菁；王

珏；李旭；郑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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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 

晚上 

 

The 
evening 
of June 

27th 

19:00 — 22:00 

A3-1  Author Meets Critics: David Chai, Reading Ji Kang's Essays 
--Xuanxue in the Early-Medieval China (Routledge, 2022) 

Ann A. Pang-White; Jana S. Rošker; Eric S. Nelson; Yi-Wen Lin; 
David Chai 

A3-2                佛学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林孟蓉；刘勇；蒲成中；盛宁；释道辅（蓝郁瑛）；徐波； 

徐孙铭；黄伟龙；王川 
A3-3                  伦理学与实践智慧 

萧阳；高国希；唐文明；李义天；冯书生；吴先伍；戴兆国； 
付长珍；陈赟；郦平；崔中良；王振钰 

A3-4              Daoism in World Philosophy 
Qijun ZHENG；Siqi LIU；Filippo Costantini； 

Massimiliano Lacertosa；Paul Turner；Sharon Y. Small 
A3-5     The Pre-Qin Philosophy：Moral, Love and the Rules 

Mao Zhaohui；Zhao Wei； 
Choo, Lok Chui；Gabrièle Escoffier 

A3-6       Buddhist Philosophy: Comparative and Modern 
Carlo Cogliati；Li Jingjing；CHAN, Chu Kwan；Christian Thomas Kohl 

A3-7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Pluralistic Tradition 
Robert Elliott Allinson；FAN Guangxin；Van den Stock, Ady 

A3-8           Laozi’ Fa, Huanghu, Rou, and Yi: 
 New Approaches to Core Concepts of the Daodejing 

Thomas Michael；Robin WANG；JIANG Limei；Cui Xiaojiao 
A3-9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lassical Texts and Practice 

Yuchen Liang；Theresa McNichol；Peimin Ni； 
Rina Camus 

 

 

 

 

 

 

 

 

 

 

 

6月 28日 

下午 

 

 

 

14:00 — 16:00 16:00 — 18:00 

B1-1 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人与文化 
张伟萱；刘蒙露；俞跃、刘菊慧； 

肖航；王逸之；王琦；马俊 

B2-1 宋明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杨少涵；张斯珉；江求流； 

郑淑红；孔令宜；董起帆；焦德明 
B1-2  《庄子》内篇的哲学解读 
邹蕴；张顺顺；朱金晶；张华勇；李

宇；李凯；李宗定 

B2-2 庄学的书写及其内部探索 
郑随心；张文旭；余敏；王雪

婷；乐旭顺；但佳；宋金明 
B1-3    Philosophical Practice 
Kim Sun-Hye；古秀蓉； Min Jaeha；王

惠灵；Juyung Yang；尹紫涵；刘梁剑 
Kim Young Ki, KIM TAE HEE, Lee Kyung 

Ok, Ukjin Lee, Kim Sun-Hye； 
Hong Jinwon 

B2-3 经典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 
的深层对话 

王宏健；薛建立；闫磊 

B1-4 傅伟勋论文竞赛获奖论文专场 B2-4 面向儿童的中国哲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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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ternoon 

of June 
28th 

TIMO ENNEN；王开元；段重阳 潘小慧；章含舟；黄培莹、殷

慧；黄培莹、彭燕秋；高振宇；

李瑛、吕晓娜 
B1-5  Methods and Encounters: Global 
Intersection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Mateusz Janik；Rory Edmund O’Neill；

Henry Allen；Magdalena Filipczuk；
Pritam Saha 

B2-5 早期中国哲学中的概念与范

畴 
张自慧；荆雨；王怀聿；陈

焱；周律含；冯传涛；高菱； 
 

B1-6 明清之际阳明学的多元发展路径 
陈畅；屠凯；朱光磊； 

张锦枝；王格 

B2-6 船山学与蕺山学的综合探究 
冯前林；姜含琪； 

李雁华；陈志强；关欣；刘龙 

B1-7 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 

林鹄、胡海忠、何青翰、赵金刚、 

吕明煊、方诚峰 

B2-7 董仲舒与春秋学研究（一） 

魏彦红、白立强、保罗·那比

尔（Paul Napier）、 

张靖杰、张凯、张禹 

B1-8                老庄哲学与现代（一） 
陈静；罗安宪；王威威；郭美华；  

邓联合；才清华；蒋丽梅；吕欣；孙永为  
 

 

6月 28日 

晚上 

 

The 
evening 
of June 

28th 

19:00 — 22:00 

B3-1                    中国哲学方法论 
杜保瑞；王涵青；宋健；简慧贞；樊沁永；王雯雯； 

徐沐玥；赵珊；王国庆 
B3-2       Author Meets Critics: Eric S. Nelson, Daoism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 Nourishing Life (Routledge, 2020) 
Ann A. Pang-White；David Chai；Lisa Indraccolo；Ming-Chao Lin； 

Yumi Suzuki；Manhua Li；Eric S. Nelson 
B3-3                Taoism in Modern Society 

Bongrae SEOK；Carl Helsing；Gabriel Terol ； 
Zhou Qi；Fan Xueqi 

B3-4          Modern Philosophy: China and the World 
Bin Song；Li Weirong；Abdelmadjid AMRANI， 

Hassina HEMAMID；Andrew Fuyarchuk 
B3-5         New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hilosophy 

David Urtecho；Geir Sigurðsson；Hyeon Baek； 
Sandra A. Wawrytko；Sheri Ritchlin 

B3-6   Ritual, Sports, and Chinese Classic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Martyna Świątczak-Borowy；Keerthika Singaravel； 

Stephen Leach；Anirban Ghosh 
B3-7  Vital Post-Secular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Philosophical Issues by 

Lauren Pfister 
Jesse Ciccotti；Joshua Brown；Alexus McLe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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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                 老庄哲学与现代（二） 
崔晓姣；郑开；赖锡三；杨勇；陈志伟； 

何乏笔；陈赟；王玉彬；李智福 
B3-9               明清哲学的新发展与新动向 

邵芊芸；曾诚；刘丽莎；刘兆玉；吴越强；陈振崑；范根生 
B3-10             董仲舒与春秋学研究（二） 

余治平、王文书、曹迎春、代春敏、周莲芝、唐艳、张咪 
 

 

6月 29日 

下午 

 

The 
afternoon 

of June 
29th 

14:00 — 16:00 16:00 — 18:00 

C1-1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设 
翟奎凤；介江岭；易冬冬； 
何晓；张小星；孔行； 

张子立；徐昇 

C2-1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 
裴健智；任蜜林；何儒育；宋霞；文

国良；陶锋 

C1-2 早期儒学的经典诠释 
邹晓东；王乐；李欢友； 

杨柳；陈金香 

C2-2 中国哲学中的审美与艺术 
朱志荣；李溪；王博；张静； 

汤元宋；耿晓辉；许可 

C1-3 东西方哲学的通与融 
徐克谦；方朝晖；张丽丽； 

石元萍；骆长捷； 
傅佳一；李红霞；李慧敏 

C2-3 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与海外传

播 
梁右典；潘松；覃广；张永超； 
张磊；马源；秦彤阳；梁玉菡； 

张丽丽 
C1-4《尚书》与早期中国哲学 

杨家刚；陈石军；林国敬； 
向净卿 

C2-4  儒家学说的当代视野 
付长珍；邹啸宇； 
全林强；叶云 

C1-5 朱子哲学的理论体系 
贾桠钊；陈永宝；李丽珠；郭园

兰；汪美玲；陈苏珍 

C2-5  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温海明；任效廷；李泽栩；迟帅；张

聪惠；龙晶；刘宗镐 
C1-6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hina and the West 
Choi Guk；Jana S. Rošker；Dimitra 

Amarantidou；SUZUKI, Yumi； 
Hu Jianping 

C2-6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 New Perspective 

Rafal Banka；Verena Xiwen Zhang；
Waldemar BRYS； 

Choi Guk；Ziqiang BAI 
C1-7 中国文明中的天学与郊天礼 

吴飞、陈壁生、赵永磊、 

李晓璇、牛敬飞、王尔、刘斌 

 

C1-8               中西视域中的李泽厚哲学思想(一) 

杨国荣、姚新中、林安梧、尤西林、杨泽波、郭沂、梁涛、聂敏里、孙海燕 
 

 

 

 

 

19:00 — 22:00 

C3-1                     王船山与中国哲学 

刘梁剑；邓辉；陈力祥；谷继明；陈焱；陈赟；田丰；孙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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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 

晚上 

 

The 
evening 
of June 

29th 

C3-2                   中国哲学中的经学传统 

高瑞杰；赵中国；屠音鞘；梁诚；李博；陈翠婷；王楷 

C3-3                       名学的新开展 

戴卡琳；曹峰；苟东锋；张靖杰；冯晨； 

葛立珍；胡传顺；施阳九；李志春 

C3-4                   阳明哲学的诠释与展开 

魏义霞；姚才刚；王磊；苏晓冰；郭亮；吴家乐；叶晴 

C3-5                Self and Other: East and West 
Ann A. Pang-White；Eric S. Nelson; 

Krystyna Gorniak-Kocikowska；Yuanfang Dai 
C3-6    The World Influ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Past and Future 

Fang Xudong；Jorg Schumacher； 
May Sim；Wu Min；Kathryn Lynn Muyskens 

C3-7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 New Object of Study 
Lisa Indraccolo；Jinmei Yuan； 

Jordan Davis；Wang Kun ；Zhou Lianghua 
C3-8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cepts and Metaphors 

Jordan Jackson；Joshua Mason；Hu Xiangnong 
C3-9          Buddhist Philosophy：Tradition and Debate 

Gu Long；Lin Qian；Christian Thomas Kohl；Wu Amiao；Li Yujia 
C3-10                中西视域中的李泽厚哲学思想(二) 

倪培民、李秋零、丁子江、黄玉顺、赵法生、 

罗亚娜、陆宽宽、刘悦笛、邓晓芒 

 

 

6月 30日 

上午 

 

The 
morning 
of June 

30th 

8:30 — 11:30 

D1-1                  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理路 

汤雅俊；周浩翔；陈佩佩；李雅萍；何苗；冯骏豪； 

胡泽；余涛；张俊；王凯歌 

D1-2                       儒家政治哲学 

干春松；朱承；宫志翀；王淇；吕明烜；邵磊；郜喆；王瀛昉； 

孙铁根；廖娟；洪博文；李新；洪澄 

D1-3                   NBIC时代的中国哲学 

朱世静；袁晓晶；王振钰；王文娟；隋婷婷； 

孟伟；刘依平；李哲承；宋健 

D1-4              心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与海外流传 

龚晓康、邓国元、张倩茹、邓国宏、祝浩涵、 

吴蕊寒、郝颖婷、胡嘉明、邓国坤 

D1-5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Yu-Yi Lai & Karyn Lai；Henrique Schneider；Yves Vende； 

Lili Zhang；Lu Yinghua；James Dominic Rooney； 
Stephen C. Walker；CABURAL, Mark Kevin S.；Lloyd Sc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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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Daoism：Ethic and Cognition  
Aleksandar Stamatov；Bixin Guo 

Jing Liu；Sydney Morrow；Lianghua (Glenn) Zhou；Krzysztof Korżyk； Zhao 
Yanyan；Luyao Li 

 D1-7             别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国际传播（一） 
王建疆；王洪岳；肖明华；王圣；关煜； 

赵诗华；张建锋；张少委；常珺 

 

 

 

6月 30日 

下午 

 

The 
afternoon 

of June 
30th 

14:00 — 16:00 16:00 — 18:00 

D2-1     比较境遇与中国哲学 

黄兆慧；陈乔见；张新国；李智

福；胡志刚；周俊勇；丁茂远；肖

芬芳 

D3-1  朱子哲学中的概念析理 

张新国；白丹丹；白发红；陈苏珍；

陈亮；高正乐； 

金于乔 

D2-2   早期易学的诠释与发展 

郝苏彤；李纯如；宋彧 

 

D3-2 中国哲学中的礼学与孝道 

曾亦；张清江；傅晓微；王璐； 

成守勇；龚礼茹 

D2-3     魏晋思潮与道教传统 

章伟文；田丰；刘勰娇；杨大龙；

陶毅 

D3-3   中国哲学中的酒与醉 

贡华南；李建华；刘森林； 

戴兆国；罗峰；李健 

D2-4 苏轼儒道经典诠释中的人文关

怀与疗愈 

王涵青；郭士纶；黄玉麟；李玮

皓 

D3-4   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 

孙长祥；李贤中； 

吴进安；林文琪；吴惠龄 

 

D3-5 易学的传统解释与当代继承 

王新春；陈仁仁；毛珩宇；唐艳；严

木远； 

D3-6                  哲学视域内的诸子学研究 
方勇；刘思禾；曾建华；陈成吒；陳志平；揣松森 

方达；黄燕强；孙广；张耀 

D3-7           别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国际传播（二） 
陆扬；王晓华；徐大威；王维玉；徐薇； 

庄焕明；蒋应红；彭哲；吴文治 

 

Concurrent Sessions Detailed Agenda 

 

Session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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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June 27） 14:00-16:00 
 
 

Panel 1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772-818-80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a14lh5rv21gu 
备用 
腾讯会议 ID：688-484-75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CR40UWnVcrR 

早期儒学的人文传统 

（主持人：林孝暸）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魏冰娥 上海大学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许咏晴 西南交通大学 汉代“子路请祷”章之诠释及其得失 

邓思平 澳门人文科学会 
略论世界背景中的儒家道德哲学 

——从“爱亲”到“爱人”，恢复孔子思想的原貌 

王觅泉 中国政法大学 
爱的中道 

——儒墨仁爱与兼爱之辨一解 

夏世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两种“知性”方式：孟、告之别及其哲学启示 

林孝暸 中国计量大学 孔子哲学的概念结构 

 

Panel 2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672-400-86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4mRn06pZccbV 
备用 
腾讯会议 ID：265-427-92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nhCprXQxo8Tk 

https://meeting.tencent.com/l/a14lh5rv21gu
https://meeting.tencent.com/l/PCR40UWnVcrR
https://meeting.tencent.com/l/4mRn06pZcc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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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儒学的成立与展开  

（主持人：谢晓东）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田炳郁 南昌大学 朱子知觉论及其在韩国儒学的展开 

陈绘宇 台湾“中央”大学 

朱子“‘明德’注”在朝鲜儒学的开展 

——以“明德论争”的探讨为核⼼ 

蓝苑玲 北京大学 朱子与山崎闇斋之“敬”说对比 

谢晓东 厦门大学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 

——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刘莹 北京大学 “儒学日本化”进程的诠释与重构 

王茂林 

刘莹 
中国人民大学 

近代日本儒学史的成立 

——以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为中心 

戴森宇 四川大学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 

——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冯李琪 西安交通大学 
贝原益轩的尊德性与道问学 

——以《慎思录》为例以《慎思录》为例 

 

Panel 3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264-717-29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2eLo31p8iSTr 
备用 
腾讯会议 ID：412-677-38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FzxKBOI3Oe7 

比较视域下的儒家哲学 

（主持人：邓刚）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https://meeting.tencent.com/l/2eLo31p8i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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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 
黑格尔哲学史视野中孔子思想的评述与重构 

——以《论语》文本为主 

谭延庚 山东师范大学 
Human Essence 而非 Human Nature 

——孟荀人性论殊途同归 

邓刚 上海交通大学 
直观、生命与精神性 

——柏格森与新儒家哲学的比较与互通 

李明书 浙江大学 孔子成人之教与诺丁斯道德教育之比较 

何佳慕 东北师范大学 
心灵秩序的重建  

——对孟子“恻隐之心”的解读 

窦逸凡 香港中文大学 
回复生命之“静” 

——比较宋明儒学与古希腊哲学传统 

耿芳朝 山东理工大学 德性认识论视角下孟子“求放心”新解 

 

Panel 4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771-596-05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Ufa7rg1Xm3Zy 
备用 
腾讯会议 ID：533-873-42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yW4UZ0zhrJnP 

史记与早期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召集人：丁宇）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丁宇 华东师范大学 再论《史记·货殖列传》前引”老子曰” 

曹峰 中国人民大学 从史记看“黄老”的主要面貌 

薛小林 兰州大学 
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伯夷列传》看司

马迁的心迹与史意 

https://meeting.tencent.com/l/Ufa7rg1Xm3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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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青 中山大学（珠海）         黄老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莹 河南大学 先德后刑和先刑后赏：两种早期刑德观的比较 

 

Panel 5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VooV Meeting ID：565-622-38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K2TYDC720Rik 
Standby： 
VooV Meeting ID：796-214-01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iDq4IrISx0DJ 

Neo-Confucianism：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Chair：Zheng Wa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Zheng W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Juncture of the Concept of the Mind: Comparative 
Study in Renaissance and Neo-Confucian Epistemology 

Zhu Shuha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etween Moral Particularism and Moral Generalism: 
How Wang Yangming Can Help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Special Pleading” 

He Fan Sichuan University 
How Heaven and Humanity are United as One: Tong as 

an Alternative to Tianren 

Liu Linna Suzhou University 
Wang Yangming’s “All Things are On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ysticism 

 

Panel 6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468-205-16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OCwhgxihxiK 
备用 
腾讯会议 ID：359-312-57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Gk97MXNbR0e 

唐君毅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 

https://meeting.tencent.com/l/K2TYDC720Rik
https://meeting.tencent.com/l/JOCwhgxihx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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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王顺然）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万胥亭 台湾成功大学 
唐君毅论《易传》之“乾坤生成”与当代现象学论

“时间先验生成”的两个典范(德勒兹与德希达) 

刘妮 上海交通大学 
Mencius on Emotions, Ceyin zhi xin and Blood Sacrifice 

(Li) 

张星 东南大学 唐君毅的智慧观 

黄颖瑜 香港中文大学 
唐君毅论文化价值基础 

——何谓儒家的人文精神？ 

窦晨光 陕西师范大学 行神明之知：唐君毅的《易传》研究及其启示 

张鸿辰 香港中文大学 略论唐君毅与中国哲学的一多观 

 

Panel 7 
6 月 27 日（June 27）14:00-16:00 
腾讯会议 ID：911-923-55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YhLcXNq1xIS 
备用 
腾讯会议 ID：575-990-88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ERoDDh9JxzFG 

返本开新：张祥龙先生与中国哲学（上） 

（主持人：蔡祥元）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吴飞 北京大学 跟着张祥龙老师看《周易》中的时间哲学 

唐文明 清华大学 张祥龙思想中的神秘体验论 

丁耘 复旦大学 质美学醇，如保赤子——祥龙先生的工夫与义理 

https://meeting.tencent.com/l/KYhLcXNq1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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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 同济大学 
张祥龙先生的政治本源之思： 

以其《尚书·尧典》阐释为中心 

黄启祥 海南大学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贺麟与张祥龙的解释 

朱刚 中山大学 
何者哲学，如何导论？ 

——张祥龙先生《中西印哲学导论》的范式突破 

李峻  张祥龙道论思想初探 

 

Session A2 
6月 27日（June 27）16:00-18:00 

 

 

Panel 1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14-634-60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mNvEgXDQns9E 
备用 
腾讯会议 ID：557-275-85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sYz2Hqkpvq8g 

 早期老学及其诠释 

（主持人：周海春）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政杰 清华大学 老子“道”的实然性与应然性问题辨析 

张小霞 华东师范大学 
论唐君毅的老子道论中的“直觉说” 

——兼论老子哲学的“精神突破” 

衷鑫恣 浙大城市学院 老子“小国寡民”与人类文明阶段 

周海春 湖北大学 道家形而上学纲要 

https://meeting.tencent.com/l/mNvEgXDQns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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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鸣 中山大学 试论老子道本论哲学中的本体结构系统 

 

Panel 2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腾讯会议 ID：666-561-08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TWIAAzwUr7E 
备用 
腾讯会议 ID：800-270-83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XtUw5TQ98dVC 

中国哲学的域外视野 

（主持人：杨杰）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徐强 大连理工大学 
“无为政治”如何可能？——基于汉学界对老子

“无为”政治相关研究的反思 

黄睿 厦门大学 阿奎那习性论视域下的孟子气论 

陆基洋 香港理工大学 陈荣捷与范光棣《老子》英译本研究 

杨杰 上海师范大学 老子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开展 

肖宛直 南开大学 
多元矛盾与法国唯物辩证法——以阿尔都塞和巴迪

欧对毛泽东《矛盾论》解读为视角 

林辰 上海师范大学 T. S.艾略特诗歌中的佛教思想与比较宗教学 

 

Panel 3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腾讯会议 ID：789-252-82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xDSO07QtBgfd 
备用 
腾讯会议 ID：934-183-782 

https://meeting.tencent.com/l/FTWIAAzwUr7E
https://meeting.tencent.com/l/xDSO07QtBg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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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vUxub39pL9N 

比较视域下的道家哲学 

（主持人：赖贤宗）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士源 
慕尼黑大学&台

湾大学 
庄子与海德格论“一”： 

对象性思维的批判与“存有”的显现 

曹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无为与合梵： 

老子与商羯罗哲学实践的对比研究 

孙悦 南京大学 
老庄与柏拉图生命哲学的价值交互 

——试论理性与自由的平衡 

孙迎智 北京化工大学 《淮南子》身体观研究：比较哲学的视角 

杨佳慧 四川大学 老子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δύναμις” 

李似珍 华东师范大学 “正义”视域下的《化书》正义观 

沈尚武 上海师范大学 《管子》廉政之道及其世界性意义 

赖贤宗 台北大学 
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诠释问

题：在海德格关于“无用之用”的讨论之脉络中 

 

Panel 4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VooV Meeting ID：745-468-286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VLKoGldXLIf2 
Standby： 
VooV Meeting ID：827-165-387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bSBACJnkGY7H 

The Pre-Qin Philosophy：Scholars and Political Thoughts 
（Chair：Yuan Ai）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https://meeting.tencent.com/l/VLKoGldXLI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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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in Zho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unzi’s Ritu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Social 
Genesis of a Reflective Mind 

Siufu Ta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ations of Early Confucian Ethics：Moral 

Realism or Otherwise 

Ma Jiandong 
Centre Léon 

Robin of Sorbonne 
Université 

The Notion of Justic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Aristotle and Han Fei:δικαιοσύνη and yi 義 

Yuan Ai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Performance of Silence in Early China—the Yanzi 

Chunqiu and Beyond 

 

Panel 5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腾讯会议 ID：624-334-08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zlRXPpUDNyCe 
备用 
腾讯会议 ID：396-953-95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yo5jATssHv8L 

过程哲学视域下的中国哲学 

（召集人：郭海鹏）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John B. Cobb, Jr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中国哲学与过程思想 

郭海鹏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 
怀特海过程哲学与张王气学比较初探 

杨富斌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对阳明心学“心外无物”学说的有机哲学诠释 

王锟 浙江师范大学 朱熹与怀特海价值论之比较 

韩子奇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 

Coming to Terms with Uncertainty: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 
in the Yijing （接受不确定性：怀特海过程哲学

与《易经》中的变化哲学） 

https://meeting.tencent.com/l/zlRXPpUDN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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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Chadd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Claremont, 
CA, USA 

Ars Contextualis: The Harmonism of Being in A.N.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 & Chinese 
Cosmogony (Toward an East/West Convergence) 

 

Panel 6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VooV Meeting ID：149-306-220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zh8mZymlf45L 
Standby 
VooV Meeting ID：930-681-626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xfvCpysEx0PO 

Change and the life-cycle in Pre-Qin / Early Han thought 
（Convener：Dennis Schilli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Dennis 
Schilling 

 (谢林德)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treat after Success: A study in the transitivity of 
completion in the Lǎo zǐ  

Richard King University of Bern 
“终身慕父母”:What does Life-long Virtue Mean 

in the Mencius? 

Francesca 
Puglia 

Berne 
The Sun and the Life Cycle of the Wanwu 万物 in 

Early China 

MA Yu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Time and Transcendence: On the Transcendenc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Zheng Hey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Meaning of “Beginning and Ending form a 

Cycle” (始卒若環) in the Zhuangzi 

Anders 
Sydskjør 

Bern University 
Joy Beyond the Life Cycle? Notes on Zhuangzi 18 

“Utmost Enjoyment”至樂 

 

Panel 7 
6 月 27 日（June 27）16:00-18:00 
腾讯会议 ID：911-923-55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YhLcXNq1xIS 
备用 
腾讯会议 ID：575-990-883 

https://meeting.tencent.com/l/zh8mZymlf4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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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ERoDDh9JxzFG 

返本开新：张祥龙先生与中国哲学（下） 

（主持人：蔡文菁）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赵炎 辽宁大学 
儒家的“缘构成”何以可能？ 

——试论张祥龙先生的中西印之思 

王志宏 云南大学 时间观：张祥龙与海德格尔的争执  

蔡祥元 中山大学（珠海） 
思想奇旅 

——张祥龙先生《中西印哲学导论》述评 

王珏 西安交通大学 
比较视域下的伦理之家 

——张祥龙先生《家与孝》述评 

李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惟至诚者可以践形：试论张祥龙先生的儒者气象 

郑辟瑞 中山大学 张祥龙与胡塞尔的哲学观之比较 

 

Session A3 
6月 27日（June 27）19:00-22:00 

 

Panel 1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952-826-92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3JLNdwqTMhdY 
Standby 
VooV Meeting ID：140-641-77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VWvYfLowFh9F 

Author Meets Critics: David Chai, Reading Ji Kang's Essays 

——Xuanxue in the Early-Medieval China (Routledge, 2022) 
（Convener：Ann A. Pang-White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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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A. Pang-
Whit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Chair 

Jana S. Rošker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Commentator 

Eric S. Nels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entator 

Yi-We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David Cha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thor Reply 

 

Panel 2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腾讯会议 ID：894-552-94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cB0m0Q903p1g 
备用 
腾讯会议 ID：751-291-38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WvWCFsjQtPiC 

佛学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主持人：徐波）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林孟蓉 
福建省莆田学院

妈祖文化研究院 
禅宗牧牛图与当代哲学诠释意义 

刘勇 
泰国国际佛教大

学 

圣与俗之间： 

哲学视域下的禅宗中“传宗”一语的诠释学辨析 

蒲成中 香港大学文学院 道德经与早期佛经中的相似思想 

盛宁 上海大学 对《华严原人论》论衡儒道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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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辅 

（蓝郁瑛） 
政治大学 华严生命实践修行阶位演变之探讨 

徐波 复旦大学 
中国佛教哲学中的“存有论”问题 

——以牟宗三对《大乘起信论》的判定为中心 

徐孙铭 湖南社会科学院 
再论中国佛教禅宗哲学的特质 

——以陈健民《佛教禅定》为中心 

黄伟龙 南京大学 
探索“世界禅”的三段路径 

——论全球化背景下禅宗见性观念的价值重振 

王川 湖南大学 
多元信仰格局下的“文化判教” 

——论佛教对西教与现代新儒学的判摄 

 

Panel 3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腾讯会议 ID：519-314-04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ukYKWa0o7H85 
备用 
腾讯会议 ID：381-860-48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sSQYy70nlu4 

伦理学与实践智慧 

（召集人：付长珍）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萧阳 美国肯庸学院 论两种不同的实践智慧概念 

高国希 复旦大学 麦金泰尔论“实践智慧 

唐文明 清华大学 心之德与心之道——朱子《仁说》中的德道论 

李义天 清华大学 “实践智慧”会消解伦理知识的哲学性吗？ 

冯书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试论真诚作为谎言的最后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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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 柔弱：一个被忽视的道德要素 

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做事的伦理之道——论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 

付长珍 华东师范大学 伦理之“知”与实践智慧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 道德的世间机制与超越机制及其张力 

郦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实践智慧与 phronesis：比较伦理学的视野 

崔中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数字身份建构的关系形态基础研究 

王振钰 湖北师范大学 道德主体性建构的两种进路 

 

Panel 4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875-661-95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Zfm6F8yPpqCI 
Standby 
VooV Meeting ID：350-224-66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fiz0XpDGOYaF 

Daoism in World Philosophy 
（Chair：Siqi LIU）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Qijun Zheng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France 

Revelation in Daoism: Authority, Authenticity and 
Analogy 

Siqi Liu 
King’s College 

Lond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objectivity: Re-examining Film 

Philosophy via Daoism 

Filippo 
Costantini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The Latin America Laozi: an Intercultur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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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iliano 
Lacertosa 

University of 
Warwick 

World Philosophy as Decentring Philosophy  

Paul Turner 
Marshall 

University 
Method in World Philosophy and the Zhuangzi’s 

Concept of World 

Sharon Y. Small 
Tel Aviv 

University 
Towards a Daoist Ethic 

 

Panel 5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741-892-64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l7wfaiQCvjyo 
Standby 
VooV Meeting ID：336-826-036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GTW8ZMz2Fnhb 

The Pre-Qin Philosophy：Moral, Love and the Rules 
（Chair：Mao Zhaohui）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Mao Zhaohui 
Huaqiao 

University 
Why are Virtue Ethics and Utilitarianism Compatible in 

Xunzi? 

Zhao Wei Hunan University 
Xunzi’s Engagement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a 

Comparative Study 

Choo, Lok Chu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Mencius on the Role of Reflection (Si 思) in Self-
Cultivation 

Gabrièle 
Escoffi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olute Rulers Across Traditions: Can Han Fei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omas Hobbes ? 

 

Panel 6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509-647-64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caJKka9BAnQw 
Standby 
VooV Meeting ID：424-29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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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XzzXtoYaf9vg 

Buddhist Philosophy: Comparative and Modern 
（Chair：Li Jingjing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Carlo Cogliati 
King’s College 
London, England 

Aquinas and Dushun on the Part to Whole Relationship: 
An Adventurous Journey from Sets to Entities and to Li 

and Shi 

Li Jingjing Leiden University 
Gender as a Critique of Reality: Rereading Kuiji’s 

Commentary of the Śrīmālā Sūtra 

CHAN, Chu 
Kwan 

Universität 
Hamburg 

Interpreting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Philosophy 

Christian 
Thomas Kohl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Kumarajiva) and Modern Science 

 

Panel 7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551-149-877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7ilrD4ItWGe7 
Standby 
VooV Meeting ID：941-457-711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wdeQQOX7cG6Q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Pluralistic Tradition 
(Convener：FAN Guangxin)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Robert Elliott 
Allinson 

Soka University of 
America 

Mao’s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AN Guangxin Nankai University 
An Extraordinary Monarch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Yang Tingdong’s Interpretation of Rousseau’s Theory 

Van den Stock, 
Ady 

Ghent University 
(Belgium) 

Auto luminescence: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intui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ou Zongsan (1909-1995) 

Dawid Rogacz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Poznań 

(Poland) 
Jian Bozan: a Forgotten Chinese 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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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8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276-847-691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026Z3VhqgOpE 
Standby 
VooV Meeting ID：737-245-21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WD924FMYApCm 

Fa, Huanghu, Rou, and Yi: 

 New Approaches to Core Concepts of the Daodejing 
（Convener：Thomas Michael）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Thomas 
Michae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aozi’s Notion of Fa 法: 
 Examining the Alignments of the World 

Robin WANG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The Variety of Minds:  
Why Dao-Mind Is/Becomes Huanghu 恍惚 

JIANG Lim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Practice of Rou 柔 from Wang Bi's Perspective 

Cui Xiaoji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Notion of Yi 一 in the 

Daodejing 

 

Panel 9 
6 月 27 日（June 27）19:00-22:00 
VooV Meeting ID：846-471-66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guENQcVxxrNJ 
Standby 
VooV Meeting ID：252-344-15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FB0xgFsah1UP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lassical Texts and Practice 
（Chair：Yuchen Lia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https://meeting.tencent.com/l/026Z3VhqgOpE
https://meeting.tencent.com/l/WD924FMYA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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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chen Liang Emory University 
Caring Existence: The Affective Aspect of Ancient 

Chinese Ontology in the Word Cun with a 
Comparison to Heidegger’s Sorge 

Theresa McNichol 
Mercer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Visualizing Wisdom: The Mindful Brush of 
Confucian Moral Artistry 

Peimin Ni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World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Gongfu Discourse 

Rina Camu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oes Xue 学 in the Analects support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Session B1 
6 月 28 日（June 28） 14:00-16:00 

 

 

Panel 1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515-805-35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V9ywnuXGb7s 
备用 
腾讯会议 ID：767-461-06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NuD1jyBqVhm 

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人与文化 

（主持人：肖航）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张伟萱 广州南方学院 陈祥道《论语全解》中的知行问题 

刘蒙露 中国人民大学 同体之痛：论程颢与吕大临的恻隐新解 

俞跃、刘菊慧 
 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大学 

直觉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纠葛 

——以宋明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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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航 武汉大学 
论陆九渊的人物评鉴思想 

——以象山论颜渊为中心 

王逸之 湖南师范大学 援术补儒：文天祥的命理观 

王琦 长沙理工大学 
经义、君德与治道： 

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摘要 

马俊 湖南师范大学 
湖湘学派“觉仁”说探析 

——以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战为中心 

 

Panel 2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523-563-41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1TNgaOUTWxwN 
备用 
腾讯会议 ID：317-721-75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QdGnGZDV2npO 

《庄子》内篇的哲学解读 

（主持人：张华勇）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邹蕴 上海社会科学院 圣人与世变：《人间世》中的“孔子行迹图” 

张顺顺 湖南大学 试论《庄子·德充符》中的德性论思想 

朱金晶 南京大学 形上-自我-伦理：《庄子·逍遥游》的三重向度 

张华勇 
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 

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以《应帝王》为中心 

李宇 中山大学 
《庄子》内篇心灵转化的三种模式 

——从耳目感官谈起 

李凯 西南大学哲学系 神经哲学视域下的《庄子》内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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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定 台湾实践大学 
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从“庄周梦蝶”的诠

释与翻译析论庄子之“物化”观 

 

Panel 3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VooV Meeting ID：681-106-81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mfQVb1cVGecE 
Standby 
VooV Meeting ID：194-378-80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F9XvBFs2IjSr 

Philosophical Practice 

（召集人：刘梁剑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Kim Sun-Hye
金善姬（本专

题 keynote 
speaker）  

韩国江原大学 
Expanding the Role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in the 

Age of Non-Face-to-Face  

刘梁剑 华东师范大学 Philosophy of Affairs and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Min Jaeha 闵
才河 

韩国江原大学 The Outline and Cases of TOT Philo-Training 

古秀蓉 华东师范大学 
激活与传承：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与儿童哲学现场 

Juyung Yang 杨

珠荣 
韩国江原大学 

The Importance and Way of Questioning in 
Philosophical Café 

王惠灵 内蒙古大学 “第三者”角色的师生关系重建 

尹紫涵 华东师范大学 儿童哲学与少儿国学经典教育 

HONG 
JINWON 洪镇

元 
韩国江原大学 

The Way of Life in Guoxiang's Commentary of "Chap. 
Six: The Great Master" in Zhuang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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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Young Ki
金焕基, KIM 

TAE HEE 金泰

姬, Lee Kyung 
Ok 李暻玉, 

Ukjin Lee 李旭

振, Kim Sun-
Hye 金善姬，

Min Jaeha 闵
才河 

韩国江原大学 
A Theoretical Study for the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Program for Korean Hikikomori Youth 

 

Panel 4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554-858-21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6Zzc7bz7xQct 
备用 
腾讯会议 ID：486-496-99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6yCj2E36XQSK 

傅伟勋论文竞赛获奖论文专场 

（主持人：王开元）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TIMO ENNE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Unbridgeable Gap 
——Cognitive Science, 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 

王开元 河北大学 
欲求、厌恶与尊严 

——孟子“羞恶之心”的内涵与理论意义 

段重阳 华东师范大学 
“摄用归体”与“摄体归用”： 
论熊十力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 

Panel 5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VooV Meeting ID：824-206-921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nvWIk7a54lyS 
Standby 
VooV Meeting ID：274-368-17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NvEKFsv0JoeU 

Methods and Encounters: Global Intersection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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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teusz Janik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Mateusz Janik & 
Rory Edmund O’ 

Neill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icolo Longobardo as Philosophical Melting Pot: 
Aligning Chinese and Mediterrane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Henry Alle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wo Kinds of “Family Resemblances” in the Debate 
over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agdalena 
Filipczuk 

Jesuit University 
Ignatianum in 

Kraków 

Introducing Chinese philosophy to Western Readers: 
Lin Yutang as Cross-cultural Translator 

Pritam Sah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thical Exploration of De 德 and Guṇa in the Laozi 
and Bhagavadgītā 

 

Panel 6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669-622-45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MHVYqQ4BeA2p 
备用 
腾讯会议 ID：240-256-39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E25ZGshpxGW5 

明清之际阳明学的多元发展路径 

（召集人：陈畅）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陈畅 同济大学 经史、经世与体用——论黄宗羲与潘平格之“争” 

屠凯 清华大学 论汤斌 

朱光磊 苏州大学 论王阳明《良知问答》中的四类动静观 

张锦枝 上海社会科学院 知行之间——阳明后学意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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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格 上海财经大学 统治与教育：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教张力 

 

Panel 7 
6 月 28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719-823-67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wz1M3IL7VoHZ 
备用 
腾讯会议 ID：308-305-04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TcOUpXoOzBwO 

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 
（召集人：方诚峰）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林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飞错了？——释王夫之“苛责”之一 

胡海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虚心实照——读张志强老师《“三代”与中国文明

政教传统的形成》 

何青翰 中央党校 “历史”与“超历史”：论朱子的天下观 

赵金刚 清华大学 义利之际 

吕明煊 中国政法大学 大纲还是历史——如何定位中国哲学史 

方诚峰 清华大学 评议 

Session B2 
6 月 28 日 下午 16:00-18:00 

 

Panel 1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799-611-25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YOCnWHPVQ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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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腾讯会议 ID：527-297-31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GXZznuvN2f8 

宋明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主持人：杨少涵）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杨少涵 华侨大学 
虚气即是心性 

——“横渠纲领”的现象学疏释 

张斯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兼综儒道的“未定之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新解 

江求流 陕西师范大学 
万物本原与人生价值： 

论张载儒佛之辨的核心问题 

郑淑红 中山大学 
教义书写当中的道统叙事与哲学思辨 

——以朱子道统谱系中的周敦颐为例 

孔令宜 淡江大学 二程哲学思维方式之比较异同 

董起帆 华东师范大学 
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与刘智“最初无称”之比

较研究 

焦德明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理学工夫论中的信仰与理性——一个关于宗教哲

学、信念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自由的探讨 

 

Panel 2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08-550-65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QLkZHs24fn5B 
备用 
腾讯会议 ID：199-595-11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wV2uw89EwYH 

庄学的书写及其内部探索 

（主持人:郑随心）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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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随心 南开大学 《庄子》浑沌的双重身份 

张文旭 中国人民大学 气论视域下《庄子》“游”思想新探 

余敏 华侨大学 体用与真宰：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的诠释进路 

王雪婷 香港浸会大学 从《庄子》到子部的基本精神 

乐旭顺 南昌大学 
得鱼忘筌之言说： 

论庄子的“吊诡”之为“钓诡” 

但佳 湖南大学 《庄子》神仙思想研究 

宋金明 复旦大学 论庄子哲学中的意义问题 

 

Panel 3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805-277-35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0AtMblnKDYBe 
备用 
腾讯会议 ID：574-624-19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vjMc881nJ5Cl 

经典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深层对话 

（召集人：王宏健）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宏健 湖南大学 
作为实践哲学的经典诠释学 

——兼论经典诠释学的三重张力 

薛建立 湖南大学 经典意义的隐匿与澄明：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探析 

闫磊 南京大学 
“知道”与“知人”的统一： 

焦循论“述”——以《述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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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4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88-713-58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1MQRLfIJSsyO 
备用 
腾讯会议 ID：168-334-38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8aoKhqoXmst 

面向儿童的中国哲学教育 

——以国学教育与儿童哲学的关系为中心 

（召集人：章含舟）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潘小慧 台湾辅仁大学 从“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到“童年哲学” 

章含舟 清华大学 再论“关怀思维” 

黄培莹 

殷慧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儿童哲学与单元整合教学实践研究 

黄培莹 

彭燕秋 

湖南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儿童哲学在国学经典教育中的应用探究 

高振宇 杭州师范大学 
孔子对话教学视野下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 

重构与创新 

李瑛 
吕晓娜 

西华师范大学 
有情有知有度： 

论中国哲学的“一多不分”对儿童哲学的中国化 

Panel 5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886-463-14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w10MRJPJD0JA 
备用 
腾讯会议 ID：669-780-94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zKUwID7UFiy 

早期中国哲学中的概念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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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荆雨教授）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张自慧 上海师范大学 
“天人合一”何以可能？ 

——兼谈天人合一的世界意义 

荆雨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理”的政治哲学内涵及政治理性的 

多维建构 

王怀聿 
Georgia College & 

State University 
易道与天道: 重现“形而上”的本义 

与先秦儒家德性的宇宙观 

陈焱 上海财经大学 
略论先秦的空间观 

——以“道”的非空间性特质为中心的考查 

周律含 北京师范大学 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方圆问题 

冯传涛 郑州大学 何谓“生”？ 

高菱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志的自主：孟子自主观念新诠 

 

Panel 6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88-618-37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OtEjLPDYMd2z 
备用 
腾讯会议 ID：552-881-90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XIzBFeZ8HhM 

船山学与蕺山学的综合探究 

（主持人：陈志强）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冯前林 山西大学 论刘蕺山的儒佛之辨 

姜含琪 大连理工大学 王夫之与方以智道器观之比较研究 

李雁华 华东师范大学 王夫之“自我”的道德能动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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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台湾大学 刘蕺山与道德情感主义 

关欣 北京大学 
刘宗周“改过”工夫论研究： 
结合古典实用主义的视角 

刘龙 重庆师范大学 
“形上之气”是否存在？ 

——关于蕺山学研究的一点讨论 

 

Panel 7 
6 月 28 日（June 28）16:00-18:00 
腾讯会议 ID：285-954-36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Dod70D17LTnv 
备用 
腾讯会议 ID：879-432-96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ZDVrqk9imrFj 

董仲舒与春秋学研究（一） 

（召集人：魏彦红）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魏彦红 衡水学院 董仲舒“为人者天”释析 

白立强 衡水学院 天元：董仲舒君子德行涵育之端机及其旨向 

保罗·那比尔

（Paul 
Napier） 

上海交通大学 
“公子友如陈”： 

《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张靖杰 复旦大学 
名号：际天人，合内外，通经理 

——董仲舒名学思想发凡 

张凯 上海交通大学 
卫献公何以“出有恶”而“归无恶”？ 

——公羊家对大居正与守小信之间的张力分析 

张禹 上海交通大学 
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 

——尊尊之义与救命之恩相博弈的哲学分析 

 

 

Pane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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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June 28）14:00-18:00 
腾讯会议 ID：642-739-03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0vRvOnIQrZzr 
备用 
腾讯会议 ID：776-534-83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vutPT5fXalw 

老庄哲学与现代（一） 

（主持人：郭美华）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陈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的觉醒：论《庄子》的心 

罗安宪 中国人民大学 
“缘督”与“尽年”之间，关联还是支离 

——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 

王威威 中国政法大学 
从形、心到形、神 

——庄子学派关于生命构成的理解 

Heejung 

S.Reich（徐希

定） 

中山大学（珠海） 《庄子》中的两个自我“吾”与“我” 

郭美华 上海财经大学 

普遍性的两条进路及其后果 

——论庄子对“物之所同是”的悬置与孟子对“心

之所同然”的肯定 

邓联合 中山大学（珠海） 《庄子》与《诗》的显微关联 

才清华 复旦大学 庄子对西蒙·布莱克本准实在论的回应 

蒋丽梅 北京师范大学 《天下篇》慎到“弃知”之辨 

吕欣 北京大学    试论庄子哲学的人文精神 

孙永为 上海理工大学 庄子实践智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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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3 
6 月 28 日 晚上 19:00-22:00 

 

Panel 1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腾讯会议 ID：172-521-66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nErm17rZnmR 
备用 
腾讯会议 ID：328-534-99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nPRoWmV3gnPl 

中国哲学方法论 

（召集人：杜保瑞）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杜保瑞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探究 

王涵青 兰州大学 四方架构作为儒家价值抉择理论方法论基础之探究 

宋健 中山大学 四方架构：探颐孔子“成人”旨趣一种方法 

简慧贞 黄冈师范学院 王夫之《中庸》首章之经典诠释方法 

樊沁永 扬州大学 学术史视角下两种中国哲学进路的反思 

王雯雯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方法论考察：工夫论 

徐沐玥 上海交通大学 对唐君毅“生命九境”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思 

赵珊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生命哲学真理观视域下《韩非子·难势》中的

儒法辩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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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庆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严宗四法界的“用” 

 

Panel 2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730-921-413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wweilUXEQedi 
Standby 
VooV Meeting ID：917-989-287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wYJh6WvLauWy 

Author Meets Critics: Eric S. Nelson, Daoism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ourishing Life (Routledge, 2020) 
（Convener：Ann A. Pang-White）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Ann A. Pang-Whit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Chair 

David Cha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entator 

Lisa Indraccolo Tallin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Ming-Chao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Yumi Suzuki 
University of 

Bern 
Commentator 

Manhua Li Fudan University Commentator 

Eric S. Nels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thor Reply 

 

Pan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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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405-418-42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WeC4oQGyUqfO 
Standby 
VooV Meeting ID：514-622-777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BI6FSs0WCsaF 

Taoism in Modern Society 
（Chair：Bongrae SEOK）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Bongrae SEOK 
Alvernia 

University 
Zhuangzian Wandering and Epistemological 

Boredom 

Carl Helsing 
High Point 
University 

Zhuangzi's Epistemological Imagery: Border 
Paths, Ox-Bones, and Rabbit Snares 

Gabriel Terol 
University of 

Valencia 
Genealogy and globalness of Chinese Daoism in 

East Asia 

Zhou Qi 
Yanling Xu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ic Thoughts on Life of Lao-tzu in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an Xueq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Zhu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 Approach Different 

from LBT 

 

Panel 4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755-710-62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vlrYlPuMZFDA 
Standby 
VooV Meeting ID：215-576-82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h8q9LajvCt0x 

Modern Philosophy: China and the World 
（Chair：Li Weiro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Bin Song 
Washington 

College 
Donald Trump, Mao Zedong, and Religious Anti-

Intellect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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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Weirong Hunan University 
Striving for the Original——A Critical History of 

Translating the Yijing into English 

Abdelmadjid 
AMRANI& Hassina 

HEMAMID 
Batna university 

The Position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s toward 
the Algerian Revolution:1954-1962 

Andrew Fuyarchuk 
Yorkville 
University 

Recovering Ontology in Anglo-American 
Interpretations of Hermeneutics: Chung-ying 

Cheng and Gadamer 

 

Panel 5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604-704-721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4nzxYCPqoJRk 
Standby 
VooV Meeting ID：173-473-65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pnfG50Gresa7 

New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hilosophy 
（Chair：David Urtecho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David Urtecho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Humanistic and Perennial Philosophy as World 
Philosophy 

Geir Sigurðsson 
University of 

Iceland 
Philosophy or Ideology 

Hyeon Baek 
the University of 

Hawai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Sandra A. Wawrytk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Globalizing Philosophy Through Global Alliances 

Sheri Ritchli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Toward an Integral Worldview: Using Both 
Hemispheres of the Global Brain  

 

Panel 6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787-97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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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VrMClPcr8WfN 
Standby 
VooV Meeting ID：932-151-668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faHIGmv7nLMq 

Ritual, Sports, and Chinese Classic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Convener：Martyna Świątczak-Borowy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Martyna SŚwiątczak-
Borowy 

University of 
Warsaw 

Rituals as striving games 

Keerthika Singarav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itual Sport: Virtue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Chinese 
and Tamil Classic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espective contemporary deep cultures. 

Stephen Leach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Rio Grande 
Valley 

Yi 義 (“righteousness”) as spontaneous 
mastery 

Anirban Ghosh 

Mahatma Gandhi 
International 

Hindi 
University，
Maharashtra 

The Impact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Bengali 
Literature and India – China Sports Exchang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nel 7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VooV Meeting ID：503-101-206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ktJPByJVawWy 
Standby 
VooV Meeting ID：562-643-11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jvbr9QPlfzm5 

Vital Post-Secular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Philosophical Issues 

by Lauren Pfister 
（Convener：Jesse Ciccotti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Jesse Ciccotti 
Colorado 
Christian 

University 
 

Joshua Brown 
Mount St. Mary’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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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us McLeod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Lauren Pfister  Author Reply 

 

Panel 8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腾讯会议 ID：260-786-00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uGUF5nG0Ovy 
备用 
腾讯会议 ID：674-732-12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bzc6UIO2Khcm 

老庄哲学与现代（二） 

（主持人：崔晓姣）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郑开 北京大学 《庄子》天德而出宁章臆解 

赖锡三 台湾中山大学 庄子天人物三纬交织的人像 

杨勇 中山大学 《庄子》中的道与天 

陈志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庄子的“无为”概念与内圣外王之道 

何乏笔 台湾“中央”研究院 溪谷与洞穴——从老子看柏拉图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巫术与政治道术 

——《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王玉彬 山东大学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 

李智福 西北政法大学 章太炎齐物秩序绝非为野蛮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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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9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腾讯会议 ID：629-314-31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85pjlIIlsyHG 
备用 
腾讯会议 ID：349-486-79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5b1S8AbiK9ZA 

明清哲学的新发展与新动向 

（主持人：陈振崑）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邵芊芸 黄冈师范学院 通经以致用：顾炎武的礼乐教化思想 

曾诚 湖北大学 “慎独”与“致知”：庞嵩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刘丽莎 武汉大学 
许孚远“克己”思想论析 

——兼与罗汝芳论辩 

刘兆玉 贵州师范大学 
冯从吾对心性哲学的重构 

——兼论冯从吾的“异端之辨” 

吴越强 华东师范大学 
格义与批评：明清耶稣会士天学思想的言说方式 

——兼议异质文化交互的言说 

陈振崑 中国文化大学 
明清之际中国哲学思维型态的典范转移 

——从朱子的体用论到王船山的相偶论 

范根生 武汉大学 《四书遇》中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 

 

Panel 10 
6 月 28 日（June 28）19:00-22:00 
腾讯会议 ID：180-862-44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OMVe5EewkUf9 
备用 
腾讯会议 ID：237-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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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cFV73w9UURUU 

董仲舒与春秋学研究（二） 

（主持人：余治平）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 
董仲舒：“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 

——作为公羊家“大一统”的基本要求与诠释进路 

王文书 衡水学院 司马迁对董仲舒研究的历史贡献及二人关系考述 

曹迎春 衡水学院 董仲舒《士不遇赋》的经学意蕴和儒者境界 

代春敏 衡水学院 
天命与君权：董仲舒的国家拯救之道 

——《随本消息》篇的文本证成与经学诠释 

周莲芝 衡水学院 论董仲舒礼乐思想的渊源 

唐艳 上海交通大学 
哀而乐：孔子作《春秋》的使命感与精神境界 

——以《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为中心 

张咪 上海交通大学 
善志与王法的两难困境 

——公羊学语境下季札让国的争议分析 

 

 

Session C1 
6 月 29 日 下午 14:00-16:00 

 

Panel 1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320-235-91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eINRpdraMMFO 
备用 
腾讯会议 ID：108-504-24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5YVY9u6gQSk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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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翟奎凤）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翟奎凤 山东大学 西学的融入与贺麟、张荫麟论宋儒太极说之交锋 

介江岭 南昌大学 贺麟对知行合一的现代诠释 

易冬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儒家礼乐的新开展 

——贺麟的礼乐观 

何晓 中国人民大学 论冯友兰的“觉解”观念 

张小星 山东大学 
“讲”与“形上者”的关系 

——新理学“哲学方法”的哲学训诂学审视 

孔行 中国政法大学 试论《新理学》中的“真” 

张子立 复旦大学 “道德的形而上学”问题何在？ 

徐昇 重庆行政学院 
物自身的“非对象性”与智的直觉“去视觉化”—

—论牟宗三消化康德哲学背后的感知逻辑 

 

Panel 2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720-313-23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vMV8ldBNhi0N 
备用 
腾讯会议 ID：991-784-53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3RwXPGWwxdh 

早期儒学的经典诠释 

（主持人：邹晓东）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邹晓东 山东大学 
《学》《庸》与“两希” 

——儒学中的真理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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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 西安交通大学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诸家注译考辨 

李欢友 慕尼黑大学 
美德及其境遇： 

《论语》“子为父隐”条的文本学分析 

杨柳 中山大学 分辨与贯通：告子学派归属平议 

陈金香 安徽工程大学 
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的初步确立及其当代启示 

——以郭店楚简儒家简为中心 

 

Panel 3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295-614-81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osqLbrkacg8S 
备用 
腾讯会议 ID：277-313-34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bMwxowZoeSIo 

东西方哲学的通与融 

                            （主持人：张丽丽）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徐克谦 三江学院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互相介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方朝晖 清华大学 
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 

——再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张丽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互镜与融通 

——从“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 

石元萍 莱顿大学 
舍勒晚期“力的形而上学”思想探微 

——兼论与张载“气感论”汇通的可能性 

骆长捷 天津外国语大学 休谟的怀疑论与龙树的“空”论 

傅佳一 武汉大学 墙门之喻——从比较哲学的视角看文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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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霞 苏州大学 
现象学与存在论伦理学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借鉴

意义思考 

李慧敏 大连理工大学 虚实与纯粹——中国哲学与现象学间的分析进路 

 

Panel 4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965-429-97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bKYJ8P3Em0B 
备用 
腾讯会议 ID：274-115-53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1t2aYBuR6fw 

《尚书》与早期中国哲学 

（召集人：杨家刚）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杨家刚 清华大学 
“天降下民”与“为民父母”：“书”类文献之政治

伦理范式 

陈石军 北京体育大学 《尚书》与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典要事件 

林国敬 温州大学 “敬德”“保民”关系新论 

向净卿 曲阜师范大学 清华简《命训》与儒家的内在超越、外在超越 

 

Panel 5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228-684-72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C10pfkoJOS3Y 
备用 
腾讯会议 ID：131-937-93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S0LC5w5geeQ 

朱子哲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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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郭园兰）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贾桠钊 北京体育大学 从方法到本体：朱熹诠释思想的历史向度 

陈永宝 厦门大学 关系与家庭：朱熹的家庭哲学建构 

李丽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熹与张栻工夫论异同辨析 

郭园兰 湖南师范大学 论朱熹学术的工夫论倾向 

汪美玲 湖南大学 朱子与船山对“子贡问政”章诠释之两重面向 

陈苏珍 福建师范大学 
朱子齐家思想的哲学建构 

——以朱子家庭教化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Panel 6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VooV Meeting ID：914-104-903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Coa0UIVR9OVr 
Standby 
VooV Meeting ID：786-833-314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HPqbf6N7jp6L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hina and the West 
（Chair：Dimitra Amarantidou）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Choi Gu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fucianistic Formulation of Moral Ought (-Not) 
and Its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Jana S. Rošker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Post-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method of 

sub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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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itra 
Amarantidou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The Greek Laozi 

SUZUKI, Yumi University of Bern 
Plato and Xunzi on the Order of the Natural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Hu Jianp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he Problem of Rarity of Virtues: Is Xunzi’s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Too Demanding? 

 

Panel 7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6:00 
腾讯会议 ID：137-450-94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bbTPF9COkNj0 
备用 
腾讯会议 ID：800-708-02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8ztCAA59LZEo 

中国文明中的天学与郊天礼 
（召集人：陈壁生）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吴飞 北京大学 六天说再思考 

陈壁生 清华大学 郑玄的天学与郊天礼 

赵永磊 中国人民大学 王肃禘郊祖宗说再研究 

李晓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德运、天时与太一祭祀的形成 

牛敬飞 陕西师范大学 魏晋南朝郊祀配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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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 北京大学 
“祀尧”或“祀高帝”？东汉建武年间郊祀礼议

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渊源 

刘斌 北京大学 天统秩序的重建：郑玄祀天礼析论 

 

Panel 8 
6 月 29 日（June 29）14:00-17:20 
腾讯会议 ID：961-645-87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9636WuDjEIKK 
备用 
腾讯会议 ID：138-388-60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I6bo2GenlmKh 

中西视域中的李泽厚哲学思想（一） 
（主持人：姚新中教授、刘悦笛研究员） 
（每人发言二十分钟，自由讨论二十分钟）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思想史中的李泽厚 

姚新中 中国人民大学 李泽厚之后——中国哲学普世性的难题 

林安梧 山东大学 
一个世界论”或是“两个世界论” 
——关于中国哲学的究极问题之一 

尤西林 陕西师范大学 
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 

——李泽厚重建宇宙论的念头 

杨泽波 复旦大学 
“积淀说”的传承 

——纪念李泽厚先生 

郭沂 首尔大学 
从西体中用到情本体 
——谈李泽厚晚年变法 

https://meeting.tencent.com/l/9636WuDjEIKK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6bo2Genlm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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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 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本体论及其内在价值向度的缺失 

丁子江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三维哲学与东西方对话 

——李泽厚人文思想再审思 

 
 

Session C2 
6 月 29 日 下午 16:00-18:00 

 

Panel 1 
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腾讯会议 ID：198-299-50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H5gXgqEehxSU 
备用 
腾讯会议 ID：167-500-55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XmPcNq4PnI7c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 

（主持人：任蜜林）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裴健智 西北大学 《黄帝四经》的成书时代评析 

任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太一生水》哲学思想新探 

何儒育 台北艺术大学 
论《淮南子》之“知微观” 

一个“观念史”的剖面 

宋霞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性之欲”还是“性之害”？ 

——《淮南子》 性情关系辩正 



 69 

文国良 台湾大学 《韩非子·解老》篇“道”之概念辨析 

陶锋 南开大学 甲骨文中的二元体系思想研究 

 

Panel 2 
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腾讯会议 ID：513-324-99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o75rySruwiT 
备用 
腾讯会议 ID：858-855-17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BKrpW8wo0oPo 

中国哲学中的审美与艺术 

（主持人：朱志荣）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 审美意象本体论 

李溪 北京大学 
铭刻的真理性： 

苏轼“物铭”书写的考察 

王博 华中科技大学 现当代中国“诗化哲学”的三种路向 

张静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忠恕之道与戏剧排练：一种新视角 

汤元宋 中国人民大学 镜与泉：宋代理学中的日常生活意象 

耿晓辉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身体哲学视域下的唐宋涉茶诗文身心问题

析论 

许可 香港浸会大学 
宗教与人生的辩论：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探索 

 

Panel 3 

https://m0.mail.sina.com.cn/classi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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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腾讯会议 ID：916-994-56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Rs2SC4rmBQhz 
备用 
腾讯会议 ID：797-208-12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DxsVIxlWASY 

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与海外传播 

（主持人：张永超）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梁右典 莆田学院 

“天人之际”与“内向超越”的思路分析：以余

英时对先秦儒家哲学的诠释为讨论中心兼论从比

较文化的视域解读 

潘松 重庆工商大学 
基于根源性的同一性的价值洞见：论成中英的本

体诠释对密尔的功利原则的形而上补充 

覃广 西安交通大学 
论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对中西哲学会通的意

义 

张永超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生命哲学中的“残缺”与“完美” 

——以史铁生“生死观”为中心 

张磊 西北政法大学 
理论论域与诠释进路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断想 

马源 西安交通大学 
实质的平等与形式的平等：儒家君子人格平等观

与消费社会平等观的文化互鉴 

秦彤阳 中国人民大学 儒家情本说：历史溯源、理论建构及当代论争 

梁玉菡 
张丽丽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 年海外中国哲学主要研究范式综述 

 

Panel 4 
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腾讯会议 ID：862-869-55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8S0mYUi8GNwM 
备用 
腾讯会议 ID：294-378-01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W4bGklBGu8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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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的当代视野 

（主持人：付长珍）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付长珍 华东师范大学 重新发现智德 

邹啸宇 湖南师范大学 儒家情境伦理思想探析 

全林强 厦门大学 冷漠是德性的缺失吗？ 

叶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 

——以心学及其现代诠释为中心 

 

Panel 5 
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腾讯会议 ID：863-413-95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t4V4k5PdB8lF 
备用 
腾讯会议 ID：450-751-97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eAaoVvZyAMl 

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主持人：温海明）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温海明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经典 

任效廷 兰州理工大学 
《庄子》“顺物自然”与“因自然”中“自然”义

辨析 

李泽栩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变局下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 

迟帅 南开大学 转识成智的中西意涵 

张聪惠 东南大学 儒家生态思想世界性参与的理论优势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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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晶 吉林大学 从太极出发会通中西哲学史 

刘宗镐 西北大学 
“仁智合一”： 

世界哲学视域中的儒学反思与重建 

 

Panel 6 
6 月 29 日（June 29）16:00-18:00 
VooV Meeting ID：310-394-820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zlTkfCTmrvTe 
Standby 
VooV Meeting ID：235-213-32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venYlZ95RFYM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 New Perspective 
（Chair：Ziqiang BAI）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Rafal Banka 
University of 

Oxford 
Mer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Daoist Metaphysics: 

Confinement and Alternative of Spatial Location 

Verena Xiwen 
Zhang 

Tunghai 
University 

Changing Perspectives Betwee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10-13thC) and Western Landscape Painting 

(17-19thC): Seeing Through Chinese Aesthetic 
Viewpoints,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Philosophical 

Daoism 

Waldemar 
BRY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The Practicality of Mengzian Intellectual Virtue 

Choi Gu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ncius: A Pragmatist on Human Nature 

Ziqiang BA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Sprouts of Meng Zi and the Mirror of Zhu Xi——

Two Accounts of Human Nature and Two Models of 
Moral Progress 

 

 



 73 

 

Session C3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Panel 1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腾讯会议 ID：261-870-28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w1ZqL2Dcuw3X 
备用 
腾讯会议 ID：721-237-57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ZihHxiLNKDr 

王船山与中国哲学 

（召集人：刘梁剑 ）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刘梁剑 华东师范大学 冯契船山学的英译问题 

邓辉 上海师范大学 
重估船山思想的价值——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重

写的一种思考 

陈力祥 湖南大学 船山对朱子和阳明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性圆融 

谷继明 同济大学 王船山的易图学建构及其哲学意义 

陈焱 上海财经大学 近现代中国哲学中的船山升格运动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 王船山与形上学的三重根据 

田丰 天津社科院 王船山论“天下”之“无” 

孙钦香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形色即天性，父母即乾坤” 

——船山批墨、告、佛、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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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2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腾讯会议 ID：502-438-77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urqaYKu0ROk 
备用 
腾讯会议 ID：153-490-66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elalcRO5do8c 

中国哲学中的经学传统 

（主持人：王楷）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高瑞杰 上海师范大学 论郑玄的六艺一体观 

赵中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从经学走向哲学，据哲学安顿人生 

屠音鞘 上海交通大学 
“兼善天下”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典外王之学的局限与转型 

梁诚 清华大学 儒家“经权”思想的独特性与历史性 

李博 唐山师范学院 古儒的政治逻辑 

陈翠婷 武汉大学 
“仁义其非人情哉”的两种意蕴及其政治哲学解

读 

王楷 北京师范大学 
人权  主权  政权 

——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Panel 3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腾讯会议 ID：500-987-16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CTZxqCYF1BL 
备用 
腾讯会议 ID：221-941-67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KC2wog06g1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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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的新开展 

（召集人：苟东锋）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Carine Defoort 
（戴卡琳）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Unfreezing and Untangling the Modern Notion of 
Zhengming: From Kangyouwei to Hushi 

葛立珍 
University of 

Richmond，USA 
Defining the Word “Word”: Ming 名 in light of 

“Referent” versus “Meaning” 

曹峰 中国人民大学 徇名：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名观念 

冯晨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正名与正心 

胡传顺 江西师范大学 
黑格尔的康德批判考察 
——以新名学为视角 

李志春 同济大学 孔子正名思想中的声训之维 

张靖杰 复旦大学 
从“循名责实”到“深察名号” 

——论汉初名学的发展脉络 

施阳九 上海科技大学 
变旧制与正名谓： 

论《商君书》对“正名”思想的推动 

苟东锋 华东师范大学 “新名学”再议 

 

Panel 4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腾讯会议 ID：789-772-98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VyyuoUAJKHoS 
备用 
腾讯会议 ID：513-725-04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TEg3EfP9QFrS 

阳明哲学的诠释与展开 

（主持人：姚才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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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论中国近代的阳明学研究 

姚才刚 湖北大学 
王阳明心学的理论缺失及其对中晚明儒学发展的

影响 

王磊 大连理工大学 
王阳明“良知”精义续辨 

——对耿宁“良知”研究的若干讨论 

苏晓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自得之学的澄明 

——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问题之探讨 

郭亮 河北师范大学 

圣人可学而至思想中的自由意志论及其现代启示

——以阳明心学《论语》诠释中的立志工夫论为

中心 

吴家乐 香港中文大學 从“理性行动者理论”论良知之自知 

叶晴 中国人民大学 
从“意念”与“良知”的关系看阳明知行合一 

——基于对知识论视域下良知研究的修正 

 

Panel 5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VooV Meeting ID：160-759-062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CaQWxpKLrUNk 
Standby 
VooV Meeting ID：787-458-95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jzqwIAFFU0rM 

Self and Other: East and West 
（Convener: Eric S. Nelson）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Ann A. Pang-White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Self and Other in Confucian Rite 

Eric S. Nels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 and Other in Zhuangzi and B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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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ystyna Gorniak-
Kocikowska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Robotic Caregivers 

Yuanfang Da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Disquiet in the Hous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anism and Gender in 

Comparative Feminist Philosophy 

 

Panel 6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VooV Meeting ID：139-652-66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3CGJ1ef9103s 
Standby 
VooV Meeting ID：812-120-030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59QE5Venc8HR 

The World Influ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Past and Future 
（Chair：Fang Xudo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Fang Xud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ender Equality and Justice: A Confucian 

Project 

Jorg Schumacher 
University of 

Geneva 
Stop asking WHAT; start asking HOW 

May Sim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Confucianism and Transgenerational Grounds 

for Justice 

Wu Min 
Sichuan 

University 

Doubtful Filial Piety and the Impact of taking 
Confucianism as Relational Ethics from the 

Gendered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Kathryn Lynn 
Muyskens 

Yale-NUS 
College 

Post-Covid Philosophy: Integrating Confucian 
Perspectives into Global Public Health Ethics 

 

Panel 7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VooV Meeting ID：251-272-967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K9HsqFAPTSe1 
Standby 
VooV Meeting ID：516-75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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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pgUb41UoPqJ8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 New Object of Study 

（Chair：Wang Kun）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Lisa Indraccolo Tallinn University 
The Role of the Heart (xīn 心)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Jinmei Yuan 
Creighton 
University 

Integer, Color and Set: Positive and Negative 
Numbers in The Nine Chapters 

Jordan Davis 
Zhejiang 

University 
Moral Psychology and Two Understandings of 

Immoral Actions in Han Confucian Texts 

Wang K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ngku , Life and Death of the Virtues: A 
Nomadic Spiritualit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Zhou Lianghu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Equanimity Approach to Sagehood in the 

Zhuangzi 

 

Panel 8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VooV Meeting ID：706-612-936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kxdkhS4uVuhV 
Standby 
VooV Meeting ID：941-943-82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d2pQocksbieB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cepts and Metaphors 
（Chair：Hu Xiangno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Jordan Jack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od Object Metaphors and Skill-Knowledge 
Analogies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Philosophy 

Joshua Mason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The Hermeneutic Truth of Chinese 
Philosophy’s Conceptual Metaphors 

Hu Xiangn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w the Highest Good Is Possible without God: 
A Mengzian Response to Kant’s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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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9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VooV Meeting ID：112-298-56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ev0xKeN1X3pA 
Standby 
VooV Meeting ID：177-283-909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uBTa82AKZkVC 

Buddhist Philosophy：Tradition and Debate 
（Chair：Gu Long）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Gu L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terpretations of Inherent Evil in the Horizon of the 

Truth of Zhi Yi’s Perfect Teaching 

Lin Qian 
Qingdao 

University 
No, the Buddha was not a Dialetheist 

Christian 
Thomas Kohl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Foundations of Tibetan Tantra 

Wu Amia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Narrative of “Pinching Hard”: Unnatural Acts in 

Literal Ch’an 

Li Yuj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Invention of Shen 神 with Three Teaching 
Harmonious: The Debates over Shenmielun 神灭论 

in Southern Liang 
 

Panel 10 
6 月 29 日（June 29）19:00-22:00 
腾讯会议 ID：855-329-63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tBmt3h8xYQsr 
备用 
腾讯会议 ID：293-995-75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nCm5xK9ru4XB 

中西视域中的李泽厚哲学思想（二） 
（主持人：梁涛教授、赵法生研究员） 

（每人发言二十分钟，自由讨论二十分钟）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https://meeting.tencent.com/l/tBmt3h8xYQsr
https://meeting.tencent.com/l/nCm5xK9ru4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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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 今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 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的解放意义 

黄玉顺 山东大学 李泽厚与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泽厚与孔子再评价 

罗亚娜 
斯洛文尼亚卢布亚那

大学 
“走自己的路”的李泽厚 

孙海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李泽厚的哲学探索与心灵世界 

陆宽宽 北方工业大学 李泽厚伦理思想的“转换性创造”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情本伦理学”观当代道德情感主义 
——论李泽厚对论迈克尔·斯洛特的批判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 
从“西体中用”到“情本体” 
——略评李泽厚的中西哲学观 

 

 

 

Session D1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Pan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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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腾讯会议 ID：138-962-32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bqCzTCgtDf6F 
备用 
腾讯会议 ID：380-921-348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YSw3rxOHzS9 

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理路 

（主持人：张俊）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汤雅俊 香港科技大学 
“心之所同然”： 

张君劢新儒学的核心及其世界主义面向 

周浩翔 河北大学 
心性与本体 

——熊十力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与心性形上学的建构 

陈佩佩 湖南大学 熊十力对佛教“心所”学说的诠释与重构 

李雅萍 湖州师范学院 
沿着熊十力的本体论我们可以走多远？ 

——后形上学时代的哲学思考 

何苗 华侨大学 牟宗三论荀子之“心” 

冯骏豪 深圳大学 劳思光与唐君毅文化观比较 

胡泽 四川大学 
孔子心性论思想的构建与意义 

——基于对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的解读与分析 

余涛 华东师范大学 
儒家心性传统何以开通现代性 

——以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为中心 

张俊 湖南大学 
中西会通视野中的生命哲学建构： 

方东美与罗光两模式 

王凯歌 
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 

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创造性诠释及其与

当代现象学会通的世界意义 

 

Pan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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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腾讯会议 ID：635-251-25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r19T7XRvU1La 
备用 
腾讯会议 ID：789-884-20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98blqoarEAi 

儒家政治哲学 

（主持人：洪澄）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干春松 北京大学 
封建郡县之争的秩序原理比较 

——柳宗元《封建论》再思 

朱承 华东师范大学 论公共之事 

宫志翀 中国人民大学 康有为三世说的性质再检讨 

王淇 北京大学 论永久和平：陈焕章的天下主义 

吕明烜 中国政法大学 礼乐化制作：从三皇叙事看儒家的制作观念 

邵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政治性抑或社会性? 

——论荀子对“人”的理解 

郜喆 中国政法大学 
《王制》的天下格局与内外秩序 

——以儒家“风俗”论为线索 

王瀛昉 北京大学 
政治义务的证成性问题：同意理论、道义理论、

目的理论及荀子的回答 

孙铁根 外交学院 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及其政治哲学方法论考察 

廖娟 南开大学 
经学价值的“重估”与扭曲： 

近代日本汉学导出的明治“国体”论 

洪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 先秦儒家“修身”的政治面向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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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 同济大学 
宗法秩序与父子之伦 

——论宗庙中的兄弟昭穆异同问题 

洪澄 华东师范大学 
Service and Reciprocity：Confucian Political 

Authority 

 

Panel 3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腾讯会议 ID：475-673-31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QBFZnqPZml6N 
备用 
腾讯会议 ID：472-558-02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eCjsISOwy9I 

NBIC 时代的中国哲学 

（主持人：袁晓晶）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朱世静 东南大学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身心之维 

袁晓晶 上海大学 生生之道与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 

王振钰 湖北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庄子弱者伦理诠释 

王文娟 北京理工大学 数字化时代中国哲学何为？ 

隋婷婷 北京大学 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儒家“亲亲”路径 

孟伟 聊城大学 
中西传统意象思维观、涉身认知与现代人工智能发

展的反思 

刘依平 暨南大学 道·游戏·元宇宙：对人类数字化存在的哲学思考 

李哲承 韩国朝鲜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认同和儒家哲学的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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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 中山大学 是成之辩：基因编辑的形上先导与未定反思 

 

Panel 4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腾讯会议 ID：150-307-21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CA7tEqEmmbn6 
备用 
腾讯会议 ID：448-878-51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NxBjtkJ0zDfP 

心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与海外流传 

（主持人：祝浩涵）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龚晓康 贵州大学 
“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邓国元 贵州大学 
“人病”，抑或“法病”？ 

——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性研究 

张倩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批判与辩护：湛若水及其《杨子折衷》 

邓国宏 贵州大学 
“以荀释孟，化孟归荀” 

——焦循“合同孟荀”的荀子学诠释 

祝浩涵 贵州大学 “求圣人之心”何以可能——论朱子经学的基础 

吴蕊寒 东南大学 从“依自”到“依他”——章太炎的主体性反思 

郝颖婷 浙江大学 
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建构与身心结构的转化——以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为线索 

胡嘉明 贵州大学 西田哲学视域下的阳明心学 

邓国坤 贵州大学 海外象山研究的进路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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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5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VooV Meeting ID：321-304-494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hhXtgVv07J5v 
Standby： 
VooV Meeting ID：115-318-051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qJo3UEY8P6Sy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air：Lu Yinghua）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Yu-Yi Lai & 
Karyn Lai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Learning from exemplars 

Henrique 
Schneider 

City University of 
Seattle 

Flourishing in ritual 

Yves Vend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 
Being exiled, a place for philosophizing 

Lili Zh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ender Harmony: A Model of Relational Equality 

Lu Ying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Phenomenology of Guilt 

James Dominic 
Rooney 

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 

Buddhists Don’t Need Glue – Material Composition 
in Huayan-Inspired Metaphysics 

Stephen C. 
Walk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social relativism in the Huáinánzǐ 

CABURAL, 
Mark Kevin S. 

Xiamen University 
Humility and (In)Equality: Matteo Ricci’s on 

Friendship 

Lloyd Sciban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Confucian Appeal to Universal Order: Is Lif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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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6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VooV Meeting ID：480-600-245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aXXBXHGWyweX 
Standby 
VooV Meeting ID：807-487-624 
Viewing link：https://meeting.tencent.com/l/48ULgLrKc5Vk 

Daoism：Ethic and Cognition 
（Chair：Aleksandar Stamatov）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Aleksandar 
Stamatov 

Miing Chuan 
University 

The Role of the Laozi’s Concept of Dao in Building 
a World Philosophy 

Bixin Guo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Is There a Notion of Laws of Nature in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Jing Liu 
Sun Yat-sen 
university 

Daoist Ecofeminism: An Analysis of Patriarc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 Tentative Solution 

Sydney Morrow 

Nazarbayev 
University,（Nur-

Sultan, 
Kazakhstan） 

What Does the Surfer Know That Confucius Doesn’
t? A Kanaka Maoli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on 

Zhuangzian Skill Stories 

Lianghua 
(Glenn) Zho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Equanimity Approach to Sagehood in the 
Zhuangzi 

Krzysztof 
Korżyk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Nonrepresentational Cognition: Neurocognitive and 
Daoist Perspective 

Zhao Yanyan 
Nanjing 

University 
On the Daodejing As a Resource for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inking 

Luyao L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Purpose and Freedom in Zhuangzi 

 

 

Panel 7 
6 月 30 日（June 30）8:30-11:30 
腾讯会议 ID：929-948-03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5h51FTwfo6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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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腾讯会议 ID：162-223-22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9M3UqHGByZbM 

别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国际传播（一） 
（召集人：王建疆）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建疆 上海师范大学 

从“哲学三帝国”“中国没有哲学”到“哲学四边

形”“哲学时刻”看当代中国哲学之与世界哲学格

局的变化 
Viewing the Great Changes of World Philosophy from 

“Three Philosophical Empires ”“No Chinese 
Philosophy” to “Philosophical Quadrilateral”and 

“Philosophical Moment ”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 别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之后的中国哲学话语建构 

肖明华 江西师范大学 作为文化哲学的别现代主义 

王圣 兰州财经大学 别现代主义哲学建构中的中国问题 

关煜 山西传媒学院 
差异性哲学中的中西方异质同构 

－－对当代中西方几个创新型概念的比较 

赵诗华 黄山学院 别现代主义视域下庄子本真思想的现代阐释 

张建锋 上海师范大学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跨越式终结抑或停顿 

张少委 周口师范学院 别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中美学范畴的内在生成逻辑 

常珺 上海师范大学 别现代主义走在“深别”的道路上 

 

 

Session D2 
6 月 30 日下午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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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1 
6 月 30 日（June 30）14:00-16:00 
腾讯会议 ID：127-377-67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zyzXIrwjJgXV 
备用 
腾讯会议 ID：296-302-385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46QN4NSHbnmi 

比较境遇与中国哲学 

（主持人：陈乔见）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黄兆慧 江苏大学 罗素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古今中西之争 

陈乔见 中山大学 “义”与“justice（正义）”对勘 

张新国 南昌大学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理论困境与思想实质 

李智福 西北政法大学 
分异政俗，无令干位:章太炎的齐物秩序与哈耶克

的自发秩序 

胡志刚 常州大学 
中国底哲学史与传主底哲学史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 

周俊勇 重庆工商大学 中西哲学体用论比较研究 

丁茂远 湖北美术学院 
“自我” 的同一与差异 

——谈比较哲学的意义与方法 

肖芬芳 湖南大学 
经典的选择和现代化的开展： 

儒学和实用主义关系的反思和建构 

 

Panel 2 
6 月 30 日（June 28）14:00-16:00 
腾讯会议 ID：207-960-56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DhaAs0V6zEdm 
备用 
腾讯会议 ID：715-102-10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hcyIQWMIk0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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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易学的诠释与发展 

（主持人：李纯如）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郝苏彤 慕尼黑大学 《周易》本经的衍生及定型新探 

李纯如 湖南大学 帛书《易传》“壹”与“一”二字用义解 

宋彧 兰州城市学院 易释老子 

 

Panel 3 
6 月 30 日（June 30）14:00-16:00 
腾讯会议 ID：970-849-58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ygv2WwrnekKV 
备用 
腾讯会议 ID：715-353-06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59OPO3cd016 

                       魏晋思潮与道教传统 

                         （主持人：章伟文）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章伟文 北京师范大学 道教易学与哲学 

田丰 天津社会科学院 殊相之无——王弼政治哲学之基 

刘勰娇 山西大学 “至理”与“无名”——王弼名教革新思想探析 

杨大龙 中央民族大学 自然与超越：李筌《阴符经疏》中的天道思想 

陶毅 湖南大学 支道林“即色义”的含义、特征与错因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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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4 
6 月 30 日（June 30）14:00-16:00 
腾讯会议 ID：911-127-99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D5WFPAbwU0B1 
备用 
腾讯会议 ID：194-170-60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cMQnTmfEuRq5 

苏轼儒道经典诠释中的人文关怀与疗愈 

（召集人：王涵青）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涵青 兰州大学 
苏轼《论语说》的经典诠释 
及其对主体价值抉择的启发 

郭士纶 黄冈师范学院 
“岩空落雪松惊梦” 

——苏轼回文茶诗中隐伏的生命哲学与况味 

黄玉麟 黄冈师范学院 苏轼《渔樵闲话录》“天命之出，其可易乎！”解读 

李玮皓 山东大学 论苏轼儒、道思想视域下的生命性格与意义治疗 

 

 

Session D3 
6 月 30 日下午 16:00-18:00 

 

Panel 1 
6 月 30 日（June 30）16:00-18:00 
腾讯会议 ID：608-829-780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q3O6JhEbG6JK 
备用 
腾讯会议 ID：980-226-953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4hhTq5sVl8IK 

朱子哲学中的概念析理 

（主持人：张新国）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张新国 南昌大学 朱子“玉山讲义”的哲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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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丹丹 厦门大学 至善与伪善：从朱子诚意论说起 

白发红 清华大学 朱子人心道心说再探 

陈苏珍 福建师范大学 自然与心性融合视域下的朱子善恶观 

陈亮 香港中文大学 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看朱子格物穷理 

高正乐 北京大学 
朱熹哲学中的心灵模型 

——兼驳“心性情三分”说 

金于乔 安徽师范大学 朱熹“中和”思想中“心”的转变研究 

 

Panel 2 
6 月 30 日（June 30）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48-354-82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oUIkL6ycaXvA 
备用 
腾讯会议 ID：345-988-637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4eQHhJqReWe7 

中国哲学中的礼学与孝道 

（主持人：曾亦）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曾亦 同济大学 论孝道与儒家的伦理观念 

张清江 中山大学 礼学研究的精神向度及其世界价值 

傅晓微 四川外国语大学 孝文化层级与框架 

王璐 西安交通大学 
儒家“孝道”视域下的“母子关系”及其现代反

思 

https://meeting.tencent.com/l/4eQHhJqReW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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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守勇 淮阴师范学院 中国传统礼乐观念的哲学省察 

龚礼茹 中山大学 
儒家母子关系中的自我修身 

——以陈白沙孝母实践为例 

 

Panel 3 
6 月 30 日（June 30）16:00-18:00 
腾讯会议 ID：281-696-34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waHD2MsApLD 
备用 
腾讯会议 ID：875-911-599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wu4SUZlKTWR 

中国哲学中的酒与醉 

（召集人：贡华南）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从醉狂到醉卧 

李建华 武汉大学 酒品即人品——日常饮酒场域的美德伦理 

刘森林 山东大学 
酒神精神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论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形象 

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李白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的统一 

潘斌 华东师范大学 释“饮”：以酒为中心的哲学分析 

罗峰 华东师范大学 古今酒神精神：欧里庇得斯、柏拉图与尼采 

李健 安徽宣酒集团 “一”论 

 

Pan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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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June 30）16:00-18:00 
腾讯会议 ID：405-303-39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J2x7MjjFBaW9 
备用 
腾讯会议 ID：846-276-39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Enrm5xDupYb 

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 

（召集人：孙长祥）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孙长祥 元智大学 
《庄子•齐物论》对认知、语言与有无问题的批判

──从怀疑、批判到解构 

李贤中 台湾大学 从《墨子》之“物”探究墨家认识论 

吴进安 云林科技大学 韩非认识论方法探原 

林文琪 台北医学大学 
儒家技艺教学中“由技入道”的实践认识论基础 

——以古琴记谱法及技艺传习为例的析论 

吴惠龄 辅仁大学 庄子论“知”与“无知” 

 

Panel 5 
6 月 30 日（June 30）16:00-18:00 
腾讯会议 ID：573-110-57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Helr98HjIj1 
备用 
腾讯会议 ID：440-784-191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pyqvSAywAB0w 

易学的传统解释与当代继承 

（主持人：陈仁仁）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王新春 山东大学 郑玄经学哲学视域下的《易》象诠释与王道重建 

陈仁仁 湖南大学 易象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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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珩宇 曲阜师范大学 季本以明悟本心为旨归的河洛观新论 

唐艳 上海交通大学 
童蒙养正：尊天性而施教化 

——蒙卦的儿童哲学价值发掘与阐释 

严木远 湖南大学 易占活动与新相容论 

 

Panel 6 
6 月 30 日（June 30）14:00-18:00 
腾讯会议 ID：420-331-44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F2BU92d4opT 
备用 
腾讯会议 ID：627-857-994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lzD2p8ILK5o6 

哲学视域中的诸子学研究 

（召集人：方达）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方勇 华东师范大学 “务为治”：“新子学”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诉求 

刘思禾 东北师范大学 胡适与现代诸子学的定位 

曾建华 扬州大学 

从“经学思维”到“子学精神”：                 

“新子学”的古典学路向 

——兼论蒋庆、赵汀阳的古典学叙事 

陈成吒 上海财经大学 
列子对道家哲学的别开生面： 

以列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突破为中心 

陳志平 黃岡師範學院 胡、冯之外：民国“老辈”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揣松森 上海大学 中国哲学学科下的诸子学起源研究摭评 

方达 华东师范大学 德、命、道：《庄子》内篇思想主脉 

黄燕强 暨南大学 
《庄子》“心斋”诠解 

——一个经典诠释的思想事件 

孙广 中山大学（珠海） 
从“贞”“真”同源异用论儒道天人观的分野 

——兼与杨少涵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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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 宁波大学 
子学视野下的哲学概念分析 

——以儒道法诸家“势”论为线索 

 

 

Panel 7 
6 月 30 日（June 30）14:00-18:00 
腾讯会议 ID：823-927-582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GTYA0YxJrRZZ 
备用 
腾讯会议 ID：114-268-866 
直播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l/ftsGLnOySWtW 

别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国际传播（二） 

（主持人：陆扬） 

发言人 机构 题目 

陆扬 复旦大学 Bie-modernism as A Philosophy 

王晓华 深圳大学 

别现代状况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Bie-modern Condition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徐大威 辽宁师范大学 
万物负阴而抱阳： 

别现代主义视域下老子母性论思想的现代阐释 

王维玉 淮南师范学院 别现代视域下《淮南子》道事结合思想的现代诠释 

徐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国际学术对话和传播中的别现代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of the Bie-modern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庄焕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别现代主义艺术哲学的“迭视”生成逻辑 

蒋应红 上海师范大学 
“术语革命”与思想冠名：中国当代哲学参与世界

对话之前的必要准备——以别现代主义为例 

彭哲 上海师范大学 多维视角下的别现代主义内审美理论建构 

吴文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中国近现代设计史分期问题的“别现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