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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与近现代中国儒学和佛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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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1月16日至17日的两个全天里，来自天南海北、专研古今中西不同哲学传统的

学者们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齐聚一堂，回顾老一辈的中国哲学家的观点和已有成果，结合西

方哲学的新的发展，构想开拓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道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庆熊教授的开幕式主题发言“熊十力‘量论’规划及其特色”指

出：熊十力所说的“量论”要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量论或知识论的含义更加宽广，并且始终

与他的“境论”或本体论思想相贯通。熊十力的“量论”与熊十力的“体用不二”、“心物

不二”、“天人不二”的哲学主张紧密关联，只有把他所主张的量论全面地阐发清楚了，他

在《新唯识论》和《体用论》中所阐发的本体论思想才至臻完备。更为重要的是，熊十力致



力于构建他的量论与他的儒家本位思想密切相关。他不是只想借用来之印度和西方的知识论

学说，而是想开发起源于《易经》等中国本土文化经典中的知识论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儒家本位的知识论体系。

建构中国的“量论”，不仅是熊十力的宏愿，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普遍的愿望。但

现代新儒家相比熊十力原先所构想的量论规划都还有所差距。熊十力的量论规划应包含三大

要义：（1）立足于儒家本位发掘中国传统的“辩物正辞”的知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进一步

发扬中国传统哲学所固有的良知及内证的学说；（2）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印度的量论和因

明学，以及西方的知识论和逻辑学；（3）通过自己对物理人事的考察，批判性加以综合，

创造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量论。由此可见，要实现熊十力的宏愿，还要做出艰巨的努

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士强编审的发言“世亲《唯识三十论颂》今解”是陈老师皇皇巨著

《大藏经总目提要》的成果之一。发言简要清晰地概括了《唯识三十颂》的基本内容，并强

调了学术通俗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陈老师还将十卷本的《大藏经总目提要》捐赠给哲学

学院资料室，以供同学学习研究之用。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郑伟宏研究员的发言“论印度陈那因明非演绎无归纳”总结百

年来国内外关于印度佛教论师陈那的新因明逻辑体系研究，批评既演绎又归纳的普遍错误。

认为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忠实地弘扬了那烂陀寺传承的陈那因明。唐疏应视为准确打开陈那

因明逻辑体系的一把钥匙。这一文化自信是今日中国因明研究能自立于世界因明研究之林的

雄厚资本。



云南大学哲学系杨宝富教授的发言“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纯粹性’的危机”发现：胡

塞尔通过先验还原（超越论还原）和本质直观（本质看、本质变更）的方法阐发“纯粹现象

学的理念”。然而，在发生现象学中，作为获取纯粹性之途径的先验还原和本质直观，至少

在对自我之本质（“Ego”-Eidos）的考察中存在困难，故可以说“纯粹性”在此面临危

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俊淇博士的发言“‘遮诠’考”借助梵藏平行文本分析，指出

“遮诠”一词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对应于否定、相对否定、遣除三个泾渭分明的语义。这也解

释了为何近现代学者始终无法就遮诠的本质达成共识。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亚雄博士的发言“熊十力的易佛会通及其对西学的

融摄”指出：熊十力的新易学在易佛的深度关联中回应西学，又积极融摄西学，为易、佛的

现代化开辟了新路，也为以易佛关系为核心的“儒佛之辨”开出了时代新义。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智福副教授的发言“‘以庄济佛’与‘以易济

佛’——章太炎与熊十力两种“新唯识学”比较初论”指出：章太炎和熊十力都继承了唯

识学“心物一元”“唯识无境”之宇宙论构架，但由于二人关怀不同，分别以庄学和易学对

佛学注入不同的内涵。



南京大学哲学系傅新毅教授的发言“日本法相宗南北二寺之诤”认为：日本法相宗直接

传承唐代唯识宗的法脉，通过南北二寺的论诤，又形成了其特有的问题意识与致思路向。对

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拓展汉传唯识学与因明学的整体学理规模。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帅博士的发言“明清因明史上被忽视的一环：明释真贵《因明入正

理论集解》评析”聚焦于愚庵真贵的《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考察其文献学信息及作者释真

贵生平，探究其注释特色，总结该书在明清因明史中的位置。

上海大学哲学系茅宇凡博士的发言“陈那‘所缘’中的两重因果性与知觉因果理论”指

出：陈那的所缘理论使得认识对象需要满足两重因果关系，即作为所知的“相”和支持识的

“缘”。发言进而比较了佛教知识论和西方心智哲学在知觉因果观念上的相似点及其面临的

不同理论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的发言“熊十力的哲学观”论述了熊十力在古今中西之

争的大背景下接续中国学脉而另开生面，把“哲学”改造成本体之学，即体证我与万物为一

之本然状态的学问。“变义”和“因用”分别构成了哲学话语“创生”内在的两个不同面

向：“变义”是“创”，主于自觉创造；“因用”是“生”，主于自然生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赵东明副教授的发言“阅读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一点心

得”，就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第一至第四章进行整理，将语体文本所附之序及前

文的看法作一摘要，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理解。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丽霞博士的发言“尼采反对叔本华——以身体为引线”

指出：对比叔本华和尼采的身体观、艺术观和道德观，可以发现尼采那摧朽拉枯的批判所隐

藏的深刻教诲：热爱这个唯一的感性的、生成的世界，热爱自然状态的生命，去创造以赋予

世界以意义，在艺术中使这个世界更美好。这是尼采对未来人-超人的真正寄托所在。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林艳副教授的发言“量论在复杂生活中的有效性——以荒诞

剧《女仆》为例”以热内《女仆》为例，展示当量论运用到荒诞剧，确定性遭遇偶然性，单

向度面对复杂度，语法的歧义冲击意义的真时，会爆发怎样的认识革命？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家骥博士的发言“原印象：多级滞留的融合还是空间点——

对时间意识相位的部分论分析”借助部分论的逻辑来分析时间意识的相位结构，通过揭示感

觉材料在滞留中构成了不同层级的类，说明原印象是多层级滞留的趋同融合，它不是一个几

何点状的空间位置。这一结论还可表明部分关系这个结构性范畴在形式本体论体系中的原始

性。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志伟博士的发言“论泰勒框架理论的哲学诠释学意蕴——构

建‘框架诠释学’的一种尝试”在泰勒的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框架诠释

学”。框架本身虽隐而不彰，但发挥着对于意义理解的先验奠基作用。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

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这种内在性的特征深深地渗透进现代人的理解内部，使“前理解”内

在化，从而改变了诠释学的样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苟东锋副教授的发言“‘新名学’再议”基于对“名家”、“名

学”两概念的历史梳理和内涵区分，指出：随着1990年代中国古代逻辑学合法性以及2000

年以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和深入，一种希望通过多元的方法、多维的视角和更广的

范围来讨论中国古代思想中“名”的丰富内涵的“新名学”的研究开始蓬勃展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的发言“近现代中国哲学的三个佛学时刻——兼论如何在哲

学研究中资取内学传统”指出，中国近现代哲学依次经历了吸收、融摄唯识、华严、天台思

想的三个佛学时刻。这三个时刻的内在逻辑性，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佛学内在逻辑的重现。

西方哲学缺乏与阿赖耶识相应的思考方式，从阿赖耶识缘起的角度有可能对西方哲学作出有

意义的回应和转进。但是，在哲学与佛学之间作出对应也存在一些巨大的困难。第一，与概

念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智直观和以修行证果为目的的止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第二，

在佛学的描述里很难给科学与哲学留下充分的理解空间；第三，瑜伽现量是量论本身的一个

重要目的，这也是从哲学的角度彻底消化因明和量论的一个重要剩余。无论如何，从哲学的

角度激活量论的古老传统，以回应和转化西方哲学，是一项极具挑战也非常有益的工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副教授的发言“佛教式存有论是如何可能的？——以牟宗三对

《大乘起信论》的判定为例”指出：牟宗三在重构佛教存有论的过程中，对《大乘起信论》

及其包含的存有论问题有深入的反思和判定，以此凸显出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佛教哲

学的创新与发展。



两天的会议犹如一场思想的盛宴，各位专家学者远道而来，相互切磋分享研究心得与成

果，会议在圆满和谐的氛围中闭幕。

我们相信，本次会议对熊十力量论思想的发掘和重新整理、对中国哲学在进一步吸收、

容摄印度佛学、西方哲学基础上的二十一世纪创新一定会有助益。我们还将在这条道路上继

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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