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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講會」的緣起與舉辦

二○一八年六月上旬，政大中文系召開「傳經授業――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

程與經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了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金培懿教授來擔任特約討

論人。中午休息用餐時，金教授特別跟我強調，她覺得舉辦這種探討經學教育的研討會很

有意義，並表示希望這類的活動可以持續辦下去。此後金教授又不斷地跟包括我在內的學

界同道商議此事，亟盼將其落實下來，她的熱誠殷切之心，終使原先只是停留在言談思慮

中的構想，加速的具象成型。

然而關於活動的型態及定位、舉辦的方式與地點，以及活動的名稱等問題，一開始都

不是很清楚。學界舉辦學術活動的樣態極多，從極為正式的學術研討會，到小型工作坊，

或是一般的讀書會，所在皆有。而其定位也有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不同。體制內的學術活動

就是隸屬或依附於正式的組織、機構當中，以其名義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到單位的資

源（主要是經費、人員和設施）。優點是較具公信力，且成果也可被承認，當然，資源的

挹注更是確保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的最實際的保障。但缺點則是較缺乏彈性，而且往往為了

符合組織、機構的相關規定，需消耗許多無謂的時間精力在文書作業中。且資源的獲取與

否，有時更非主辦者單方面能作主的。在考慮諸多現實的狀況下，金教授與同道們決定，

暫時先採用體制外的模式，不附屬於任何學術機構中，也不向相關單位申請經費。又由於

金教授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便讓人懷想起近七十年前的一九五○年代初期，在當時還叫

做省立師範學院的師大校園中，由一群懷抱文化理想的師生組成了「人文學社」，其下設

有「人文講座」，最著者有陳致平教授的中華歷史故事講演、潘重規教授的國學講座（以

《四書》、《五經》為主），和牟宗三教授的哲學講座（後轉型為「人文友會」）。因此

吾人建議可以仿效先賢，以「講會」的模式舉辦，金教授對此提議甚表支持，「經學講

會」的名稱、面目和內涵在多次往返討論中逐漸成型。

車行健

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編輯委員、

《國文天地》編輯委員。以經典解釋學、注疏時代的儒家經學和近現代學

術史為主要研究領域，著有《禮儀、讖緯與經義──鄭玄經學思想及其解

經方法》、《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釋經

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

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民國經學六家研究》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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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凝聚共識，在隔年 （2019

年）的三月十六日週六上午，金教授在臺師

大國文系的會議室邀集了蔣秋華、陳恆嵩、

張曉生、林淑貞、馮曉庭、許華峰、劉德

明、史甄陶、孫致文、陳炫瑋和筆者召開了

「經學講會商談會」，詳細地將舉辦的方式

和具體的運作細節商議妥定。同年八月七日

週三下午兩點開始，正式召開「經學講會」

第一次會講。地點選在臺灣師大國文系的會

議室，由筆者擔任主持人，主講者是蔣秋華

教授，講題為「屈門的《尚書》家法之繼承

與反思」，助講者則是精研《尚書》的陳恆

嵩和許華峰兩位教授。身為戰後臺灣《尚

書》學主要奠基者屈萬里教授的再傳弟子，

蔣教授對其業師程元敏教授的《尚書》教學

和研究，及與屈先生在學問上的繼承和開展

方面，做了詳盡的闡述，並且也嘗試從傳授

脈絡的角度，對戰後臺灣《尚書》的傳承，

勾勒出了「傳經圖」式的學術譜系。陳、許

二教授也各自從自己專業的認知，對蔣氏的

說法做出了回應和補充。

第二次「經學講會」在十一月三十日週

六下午，同樣借用臺灣師大國文系的場地舉

行。此次講會集中在《春秋三傳》，講題為

「經史之間‧版本校勘‧生活策略――《春

秋《經傳之研究教學與應用」，由蔣秋華主

持，張曉生、劉德明、馮曉庭和黃聖松四位

學者各自就「經史之間」、「版本校勘」和

經學講會第一次會講活動海報 經學講會第三次會講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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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策略」三個主題，提出他們在教學和

研究上的經驗和反思。當天的講會在四位講

者的精彩演示下，呈現出臺灣《春秋》經傳

教學與傳衍現狀的清晰圖像。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出身東吳大學的學人一再提及閔孝吉

和閔宗述父子的影響，雖然他們或許不會在

著重研究的當代《左傳》學史中留名，但他

們的教學成就卻無疑是戰後臺灣《左傳》學

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次講會因疫情影響，延至今年

（2020年）九月二十六日週六下午舉行，地

點仍然選在臺灣師大國文系，此次講會邀請

文哲所的楊晉龍教授和臺師大國文系的林素

英教授主講，楊教授的講題是「《詩經》的

實踐與應用」，林教授的講題是「禮學的回

顧與展望」，由蔣秋華教授擔任主持人。特

別的是，兩位教授皆剛從任職的機構退休，

講會的安排除了有向二位學人致敬的意味

外，也期盼能透過這場講會，將他們數十年

來在經學領域耕耘的成果和心得，和學界同

道分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並沒有過多

宣傳的情況下，當天下午聽眾擠爆了臺師大

勤六樓專題討論室。參加的人員除了學者專

家外，更多的是青年學子，不只臺師大自己

的學生，也有臺大、政大、東吳等校的學

生，更有來自南部的成大學生。這個現象除

了說明講者的魅力和場務操辦者金培懿、許

華峰和陳炫瑋等師大主場老師的認真經營

外，無疑地也給自覺肩負經學傳承發展使命

的講會同仁們莫大的鼓舞。

「經學講會」目前只舉辦了三場，對於

所講的內容與方式都仍在摸索嘗試中，而參

與的學界友朋亦不斷地從北部向中南部延

伸，確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論學的平

臺。古人雖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之訓，然而在資訊快速流通的今日，潛

身於網路世界中，雖不一定會孤陋寡聞，但

學者的思想觀念之啟發，創意靈感之擁有，

以及學術見解和研究方法之形成，往往都是

通過實際的言辯講論而來的，而其言辯講論

的對象不一定都是旗鼓相當的同輩學者，如

莊周之於惠施，朱熹之於陸象山；來自於講

堂中的師生互動，或在民間向社會大眾宣

講，往往也能達到促進學術發展的效果。總

之，對像經學這樣的人文學術，純粹學究式

的靜態研究，追求專精與深入，固然有其必

要。但將其置放於某種實存的場域，在人與

人的實際交流互動的情境脈絡下，將其內涵

充分釋放出來，並從中提供意義創造和價值

更新的契機，最終或將帶動經典的流傳和增

進經學的發展。這樣所「做」出來的學問，

或許會比在研究室中案牘勞形「坐」出來的

學問，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且具有更廣泛與

深遠的影響。終身著述不斷，但也論學和講

學不綴的朱熹，他所講論出的學問不就是最

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