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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湖北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获批，前身是“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2017年 5 月

27日，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中心在 2018 年度共举办了 2 次学术会议、3 场学术讲座以及 1 场学术对谈，并出版了第 11

辑和第 12辑《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完成了第 13辑《比

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将由岳麓书社出版）。本年度，中心成员在学术交流、

科研成果、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共计出版学术专著和译著 8部，在国内外期

刊上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A&HCI论文 4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项，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研和学术奖励 4项，中心成员廖璨璨晋升为副教授，转为正式教师岗位。这些学术活动和科研

成果有效地促进了比较哲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在不同学术地区和共同体中的推广和深入。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 11 辑和第 12 辑 

 

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学术会议 

 

⚫ 6 月 23 日  “‘一带一路’与多元哲学、文化之比较”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23 日，“‘一带一路’与多元哲学、文化之比较”学术研讨会在振华楼哲学学院

B301 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的近二十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分四场举行：第一场的主题是

不同宗教观念的融合与实践，第二场的

主题集中在对儒家哲学的诠释与比较，

第三场的主题集中在对道家哲学的诠

释与比较，第四场会议主题集中在儒家

道德与多元文化的诠释与比较。伴随着

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施，比较

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应当关注此

一领区域里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与中国

哲学之比较的问题，本次会议即是此一

问题意识之下的交流成果。 

 

 

⚫ 12 月 15-16 日  “比较哲学的理论、方法与哲学著作的翻译”——安乐哲比较哲学

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比较哲学的理论、方法与哲学著作的翻译——安乐哲（Roger 

T. Ames）比较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振华楼哲学学院 B214 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牛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近

二十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安乐哲教授以“Philosophizing 

with Canonical Chinese Texts：Seeking 

an Interpretive Context”为题作了报告，

指出以关联性思维方式为突出特点的

中国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们在

中西思想碰撞中所应该高度重视的，这

也是中国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中西哲学

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寻找一个更为优化

的解释语境。会议分三场进行，与会学

者围绕安乐哲教授对中西不同的哲学

思维方式和超越观的思考进行了讨论。 

  



学术讲座 

⚫ 10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资深编审罗传芳教授应邀在武汉大

学哲学学院做“传统如何走向现代——重温萧萐父先生‘历史结合点’的理论”主题讲座。 

⚫ 10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资深编审罗传芳教授应邀在武汉大

学哲学学院做“国学与哲学——基于两种学问形态的考察”主题讲座。 

⚫ 11 月 23 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姚新中教授应邀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做“当代哲学问题与

生长点”主题讲座。 

 

 

 

 

⚫ 12 月 15 日，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应邀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院长郭

齐勇教授、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共同举行学术对谈，讲座主题是“比较哲学的理论、方

法与具体问题”。 

 
  



     学术成果 

➢ 著作论文 

1．吴根友著，《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年。 

2．吴根友著，《老子导读译注》，岳麓书社，2018 年。 

3．吴根友著，《郑板桥的诗与画》，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再版）。 

4．何燕生著，《中国仏教と生活禅》（合译，翻译策划），东京：山喜房，2018 年。 

5．李勇著，《偏爱与公正：家庭关爱的道德辩护》，人民出版社，2018 年。 

6．李勇译，《休谟论道德、政治和文学》（译著），人民出版社，2018 年。 

7．桑靖宇、程悦译，《你在寻觅什么》（《克里希那穆提集》第八卷），九州出版社，2018 年。 

8．吴根友，Striving for Democrac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fucianisms for a Changing World Cultural Order, edited by Roger T. Ames and Peter D. Hershock, 

201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9．Bryan van Norden, Europe’s Short Love Affair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吴万伟 and 

吴越, Bulletin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December 2018. 

10．储昭华，How Non-Speech Becomes a Form of Speech: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ebate at the Dam 

over the Hao Riv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rill, 2018. 

11．郑泽绵，An Alternative Way of Confucian Sincerity: Wang Yangming’s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as a Response to Zhu Xi’s Puzzle of Self-Deceptio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October 2018. 

12．李健君，Das Yijing und das Zusammenspiel zwischen Sprache und Wirklichkeit. In: Heiner Roetz, 

Rüdiger Breuer (eds.): Worüber man nicht spricht. Tabus, Schweigen und Redeverbote in China. Jahrbuch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für Chinastudien, Vol. 12, 2018. 

➢ 科研项目 

1．王林伟主持，“天人回环：论船山思想的核心视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018 年，20 万。 

2．李勇主持，“当代英美哲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之认识论基础研究”，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2018-

2020 年，8 万。 

➢ 学术兼职 

1．吴根友教授被选举为中国哲学史学会（2018-2022）副会长。 

2．吴根友教授被任命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哲学学科组，2018-2022）。 

3．Bryan van Norden（万百安）教授担任 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协会 Vice 

President（2018-2020）、President（2020-2022）。 

4．何燕生教授担任日本福岛华人华侨会副会长，负责华人华侨与中国驻日大使馆和领事馆组织

的相关联谊活动。 

➢ 学术获奖 

1．吴根友教授专著《戴震 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获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

奖一等奖；获岳麓书院、凤凰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著作奖。 

2．吴根友教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3．沈庭博士专著《从“非本体”到“心性本体”——唯识学种子说在中国佛学中的转向》获第十

一届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