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于2002年10月21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台湾及内地几十所大学

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出席了庆祝会。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汤一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马俊杰，台湾交通大

学教授詹海云等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致辞；韩国实学学会、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台湾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香港中国文化研究

院、澳门中国哲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基金会以及辛冠洁、杨通方、张岂之等海内外30多家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发来了

贺信贺电。 

张岱年先生在贺信和发言中指出，实学是儒学面对明清之际内忧外患的严峻社会现实产生、发展并逐步蔚为大观的重要思潮。实学

反对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对促进儒学发展和近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实学研究对当代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代表中国实学会作了工作总结。他说，10年来，实学会在全体理事和海内外学者的

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一是成功地举办了6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就“张载与实学”、“洛学与实学”、“东亚实学

与21世纪”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是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实学于明中叶以后传入韩国、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思

想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开展实学研究成为东亚各国学术界的共同任务。10年来，中、日、韩三国实学会多次举办国际学术

讨论会，加强了对话和交流。三是编辑、出版了19部有关中国实学和东亚实学的学术著作，如《明清实学简史》、《中国实学思想

史》、《东方实学研究》、《中韩实学史研究》、《张载关学与实学》、《清代社会与实学》、《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晚清

经世实学》等，共计700多万字。四是形成了一支实学研究队伍。目前，除少数省之外，大多数省、市都有中国实学研究会的顾

问、理事和研究者；各地的实学研究机构确定了各具特色的研究课题，如关学与实学、宋学与实学、湖湘学派与实学等等。对于今

后实学会的工作，葛荣晋会长也作了总体设想和预测。他说：未来中国实学会的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历史地揭示实学的演变过程、对

实学作个案研究，转向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集中探讨实学的现代转换以及如何建构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的实学体系，使之成为世

界哲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川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