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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胡嘉明、1968年、男、贵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池田大作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教育背景

1987.09—1991.07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文学学士）

2004.12—2007.03  山口大学大学院日本语科学研究科（文学硕士）

2007.04—2008.03  九州大学大学院健康心理研究科（访问学者）

2008.04—2011.03  创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

◆工作经历

1991.09—2004.11   贵州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

2004.12—2011.03   赴日留学（其间担任少量工作）

2011.04—2011.11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2011.12—2015.12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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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现在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研究领域

日本哲学、佛教学

◆论文目录（2011年11月调入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开始计）

1 日本书院一瞥，《黔学丛刊》，2012年第一期

2 阳明学之东渐日本，《黔学丛刊》，2012年第二期

3 印度的逻辑学（译文），《因明》第六辑，2012年12月

4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贵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5 《善的研究》与阳明学（译文），《阳明学刊》第七期，2014年11月

6 龙场大悟在王阳明思想形成中的位置（译文），《阳明学刊》第八辑，2016年3月

7
日中両語のモーダルシステムへの考察：Palmer（2001）の類型論的モダリティ論の視点から，《日

本学研究》第九号，2016年12月

8 王阳明的生死观（译文），《黔学丛刊》，2017年第一期

9 王阳明的实学与徐爱的从学（译文），《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0 日本阳明学近代化过程中修身实践工夫的走向（译文），《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一期

11 王龙溪与聂双江（译文），《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三期

12 王阳明与禅（译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一期



13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论（译文），《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一期

◆科研项目

1.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近现代哲学的转换研究，12XZX014，已结项。

2.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量论研究，12BZJ005，已结项。

3.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僧善珠《因明论疏明灯抄》校释及研究，18VJX035，未结项。

◆学术交流

1.2012年12月，参加《2012贵州省逻辑学会年会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出版10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

提交论文“佛教‘量-现量说’与西田几多郎‘场所逻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2.2013年3月，参加《展望21世纪和平、文化与教育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国际论坛》，提交论文“日本近现代哲

学的深度转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3.2014年7月，参加《2014中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提交论文“日本弥勒信仰及其对梵净山的启

迪”，贵州铜仁市梵净山国际会议中心。

4.2016年9月，参加《中日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王龙溪与聂双江”（译文），贵州师范大学。

5.2016年10月，参加《贵定阳宝山古寺建设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文化视域下的阳宝山古寺建设——兼论

对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建设的借鉴”，贵州贵定县阳宝山古寺。

6.2016年10月，参加《民间外交与文明融合：第九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人类文明的妙法

莲华——池田大作佛教哲学解读”，南开大学。

7.2016年10月，参加《2016中国·贵阳（修文）第五届国际阳明文化节》，提交论文“李退溪的‘诚’与王阳明

的‘诚’”（译文），修文世纪颐和大酒店。

8.2017年10月，参加《当代新儒家与心学传统——第十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阳明学近代化

过程中修身实践工夫的走向——以井上哲次郎对中江藤树的理解为中心”（译文），贵阳孔学堂中华文化国际研修

园会议中心。

9.2018年10月，参加《中国·贵阳（修文）第六届国际阳明文化节》，提交论文“王阳明与禅”（译文），修文世

纪颐和大酒店。

10.2018年10月，参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第十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现代

的突破现代的突破——池田大作“人本主义”的佛教哲学解读”，上海复旦大学。



11.2019年4月，参加《四川大学第五届德国哲学论坛“自我意识与共同生活”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西田几多

郎和康德——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中心，成都科华苑宾馆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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