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日程安排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日程

时 间/ 2017年9月19日-22日

地 点/ 中国·山东·曲阜

2017-09-18 文史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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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一、会议代表报到

二、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度理事会暨主任联席会议

9月20日上午

一、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

山东省分管领导主持

1、国家领导人致辞

2、山东省领导致辞

3、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致辞

4、山东大学领导致辞

5、儒学专家致辞

6、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致辞

7、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授牌仪式

二、儒学研究热点发布与大会主题演讲

主持人：陈  来

（一）近两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发布

（二）大会主题演讲

1、大卫·普里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儒家思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2、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一方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

3、刘梦溪：六经的价值论理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

4、贝淡宁：贤能政治：人类共同价值观还是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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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下午

一、圆桌论坛

第一节（14：00-15：50）

第1场：多维视野下的儒家文化

主持人：卫建国  李新风  

1、爱德华多·奥维多（Eduardo Daniel Oviedo）：儒家思想、个体性与国际关系 

2、王论跃：比较伦理学视野下的儒家友伦

3、约翰尼·法尔孔（Johnny Montalvo Falcon）：全球化语境下儒学的创造性发

展  

4、辛正根：人权儒教与文明的对话

5、刘纪璐：儒学价值实在论

6、庞  琳：道家在美国之一：孟旦教授代表的当代道家及实践

7、迈克尔·维萨卡（Michal Vasecka）：捷克马萨里克大学

第2场：儒学与宗教

主持人：傅有德  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  

1、李世佳（Vladimír Liščák）：耶稣会传教士严嘉乐和中国宫廷音乐

2、阿润·库马尔（Arun Kumar Yadav）：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3、黄保罗：儒家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日渐增长的影响——基督教是儒家伦

理面向人类共同价值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刺激因素吗？

4、韩  星：初唐儒家话语下的三教关系

5、赵法生：殷周之际的宗教变革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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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穆赫辛·贾瓦迪（Mohsen Javadi）：人之为人：孔子和穆拉·萨德拉对人类本

质认识的比较研究 

7、翟奎凤：“对越上帝”与儒学的宗教维度

第3场：一带一路与儒学

主持人：朱汉民  程艾兰

1、尼古拉·萨莫依洛夫（Nikolay Samoylov）：孔子伦理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想

（历史和现代）

2、阿什·纳拉因·罗伊（Ash Narain Roy)：对印度文明的诸多影响：印度和中国

文化之间的对话

3、西山尚志：浅述近代日本“国体”观念的形成

4、丽莎·奎台特（Lisa Kuitert）：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中国印刷文化、宗教和社

会（1850-1930年）

5、李又宁、沈弘毅：狄培理教授 (Prof. Wm. Theodore de Bary)与哥伦比亚大学

6、李相均：韩国忠清儒教文化传承的现代路径 

第4场：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 

主持人：朱杰人  包筠雅（Cynthia Brokaw）  

1、金光亿：《儒教礼乐论与当代世界文化现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对话》

2、刘克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我见

3、倪培民：儒家功夫伦理与人类共同价值

4、博艾敦（Adams Bodomo）：中非跨文化交流：孔子学院的作用

5、马良文（Vladimir Maliavin）：从和谐到协同：论儒家的全球未来

6、王  栋（Milton Reyes Herrera）：儒学、个体性和社会和谐：对重新引导世

界秩序对话的贡献

7、方旭东：分析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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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场：礼乐文明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

主持人：李承贵  黄  勇  

1、郭齐勇：儒家礼乐文明及其现代意义

2、曾春海：先秦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

3、董  平：礼制与生活世界

4、丁  鼎：《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5、宋立林：礼乐·教化·德治·民本——从《尊德义》看儒家的礼乐教化论及其

现代反思

6、谢茂松：革命的主体性与政治家的养成 ——阳明学与船山学影响现代中国的两

条路径

7、刘  丰：“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第6场：儒学与西学 

主持人：陈福滨  杨海文

1、马来平：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西医东渐史的主线

2、郭 沂：中、和、乐VS真、善、美——论中西价值观的差异与融通

3、沈顺福：主体与德性：试论传统儒家问题

4、乔清举：关于文明的本质的思考

5、蔡祥元：儒学经典诠释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6、侯样祥：儒学与现代化

7、路克利：儒学是中共学的基础

第二节（16：10-18：00）

第1场：儒家思想与个体价值

主持人：刘克雄 梁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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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国保：孔子人格塑造论新探

2、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移情”的心理现象对汉儒蔡邕的意义和使

用–以《琴操》为基础

3、陈福滨：伦理教育在新世纪的省思与展望

4、解光宇：儒家君子观及其价值

5、陈  慧：身体与治国：试读早期文献兼论“疾”

6、严锡仁：儒教的家庭教育——理想的亲子关系

7、王国良：儒学与人的价值和使命

第2场：儒家思想与国民政治

主持人：余治平  马良文（Vladimir Maliavin）

1、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

2、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儒家的社群主义、合作社与中国的乡村重建

3、谢文郁：敬天情结与儒家仁政

4、曾振宇：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发微

5、贺  祥（Joshua Hill）：孔子的“选贤与能”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改革 

6、爱琳娜（Elena Avramidou）：儒家伦理价值和西方伦理价值走向一种跨文化对

话

7、穆罕穆德·侯赛因·莫扎法里（Mohammad Hossein Mozaffari)：重新审视权利

与责任

第3场：儒家思想与德化教育

主持人：杨泽波  董金裕

1、李存山：儒家学说的道德信念和生死智慧

2、原孝治：三年之丧

3、孟巍隆（Benjamin Hammer）：学界的儒家VS世间的儒生

4、曾繁如：儒学内存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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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明冉：王夫之论与小人相处之道

6、柏啸虎（Brian Bruya)：孔子与科学教育的智慧 

7、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

第4场：儒家思想的全球解读

主持人：景海峰  黄保罗

1、蒂莫西·康诺利（Timothy Connolly）：将儒学转化为当代伦理学

2、阿雷扎·考斯鲁（Alireza Khoshrou）：儒家思想与中国软实力：个体价值与

世界和谐之间的关联

3、程艾兰：孔子言说美国语时：对《论语》的实用主义的解读

4、奥斯瓦德·努道勒（Oswald K.Ndoleriire）：儒家思想与非洲传统宗教的异同

点

5、艾哈迈德·托西迪（Ahmad Reza Towhidi）：家庭状态研究：以妇女权利为重

点

6、伍晓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然之心”或超越实体？

7、田辰山：虚构的“独立个体”与经验的一个“关系独特状态”

第5场：儒家伦理与人类的共同价值

主持人：陈卫平  李纪祥

1、林安梧：从“道的错置”到“道的正置”——解开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困结，

重建儒家文明

2、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儒学的现代突破

3、李新风：儒家艺术理论的普世意义与永恒价值

4、黎红雷：企业儒学：当代儒学的一个新形态

5、孙劲松：张之洞“中学”教育理论对武汉大学国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6、陈乔见：论儒家的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

7、柴文华：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历程和儒家伦理的现实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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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路径

主持人：金光亿  林宏星

1、吴  光：论“文化自信”

2、杨朝明：中华文明可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3、郑长铃：传统文化的当代审视——从陈旸《乐书》谈起

4、彭彦华：中华文明与中国模式的崛起——基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考察

5、任  慧：艺术作品中的孔子形象研究

6、成积春 孟凡礼：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关于实现路径的思考

7、孙佳山：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产业中的传承路径 ——以西游题材改编的当代挑

战为例

二、专题论坛（一）：儒学与乡村建设

主持人：颜炳罡  赵法生

1、廖晓义：乐和家园：用儒家文化创新现代治理

2、曾凡朝：乡村儒学：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

3、刘  伟：“文化何以现代化”？——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儒学实

验”省察

4、刘庆涛：茌平县韩屯道德学校校长

 5、蔡玉霞：对乡村儒学的几点思考

 6、陈洪夫：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

 7、张  江：章丘三德范庄的党总支书记

 8、王茂兴：以点带面 推动乡村儒学发展

 9、周海生：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10、张颖欣：当代山东乡村儒学建设刍议

11、徐  圻：始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贵阳孔学堂在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培育践行方面的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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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之江：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13、高  胜：重构传统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专题论坛（二）：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

主持人：柯小刚  姚中秋

1、柯小刚：反思野蛮读经，调整读经方法

2、冯  哲：儿童读经与书院教育之思

3、段炎平：曲阜传统教育实践刍议

4、鲍鹏山：《论语》章节的合并与关联问题

5、姚中秋：山东大学教授

6、袁  彦：我所了解的现代私塾教育

7、王财贵：读经教育的基本原理

8、杨  嵋：海外儿童读经之源流与现况

9、颜  峻：当代读经实践的批判性考察

10、王苍龙：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系

四、专题论坛（三）：儒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9月21日上午

一、大会主题演讲

第一场

主持人：胡金焱

1、陈  来：早期儒家的德行论——以郭店楚简《六德》篇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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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儒家文化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命运吗？

商业共和国与美国的开国者

3、曾繁仁：礼乐交融，人文化成——儒家“礼乐教化”的现代解读

4、苏黛瑞（Solinger Dorothy Jane）：三种福利模式与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儒家

正义，灵活应变 

5、拉文达·潘特（Ravindra Panth）：人类价值观对世界和平与和谐的意义：印

度的视角

6、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新儒学、中国公民社会与中国政府国家

7、金圣基：易经哲学中境遇伦理诠释

第二场  大会重要嘉宾演讲

主持人：孙守刚

演讲人：雒树刚（文化部部长）

第三场  大会主题演讲

主持人：杨朝明

1、汪荣祖：从“儒教中国”说起

2、罗德明（Lowell Dittmer）：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种批判性的分析

3、成中英：从康德的上帝意识到孔子的天道意识：人类共同理性的发展

4、韦爱德（Edwin A. Winckler)：儒家思想与气候治理：个人、社会、全球

5、安得列·欧斯特洛夫斯基(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小康社会概念和中国领导人的经济纲领

9月21日下午

一、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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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场：儒学源流与展开

主持人：黄玉顺  王论跃

1、景海峰：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

2、尼古莱·鲁金科（Nikolai Rudenko）：李贽及其对儒家经典的自我解读：

以“四勿说”为基础

3、杨海文：先秦诗书文化与孔孟文化守成主义

4、杨泽波：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

思考之一

5、安志宏：伏羲文明是儒家和合文化的源头

6、王钧林：19世纪中国社会的儒教信仰

7、李致亿：四端之纯善与七情之无有不善

8、包筠雅（Cynthia Brokaw）：晚明与清时期儒家文本与大众儒学的产生和传播

9、田富美：清道咸时期京师理学社群建构的一个侧面──以刘廷诏《理学宗传辨

正》为考察

10、张  平：经典“节期”对话自然“节令”——中国与犹太传统节日的比较研究

第2场：孟子、荀子及其思想研究 

主持人：李存山  刘纪璐  

1、卫建国：“欲”及其控制——荀子的伦理秩序和法律秩序论及启示

2、董金裕：对人性的肯定与激励—《孟子·公孙丑上》“四端”的属性及其在修养

上的意义

3、梁  涛：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4、林宏星：“化性”如何可能？---荀子的性恶论与道德动机 

5、段宜廷：应变而不穷──论荀子“变”的哲学及其高效能管理

6、戴兆国：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孟子仁政理想的三重理论关联

7、涂可国：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8、李承律：荀子的同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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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晓艺：明代儒家官僚机制下的荒政干预与孟子的仁政——以《醒世姻缘传》中

的描写为例

10、蔡家和：牟宗三《圆善论》对孟告之辩诠释之省思

第3场：儒家观念的现代诠释

主持人：蒋国保  田辰山  

1、朱汉民：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价值之源

2、余治平：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孔子之軍旅事蹟與戰伐主張考論

3、舒大刚：儒为“德教”说

4、百拉里·凯南格（Pralay Kanungo）：对儒家“和”的哲理与实践的反思

5、李若晖：尊亲贤与秦汉国家结构

6、匡  钊：从“亲亲相隐”到“窃负而逃”——孔孟问题意识的转变

7、特伦特·恩波斯（Trent Engbers）：儒家思想对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兴起与管理

的影响

8、江林昌：由民族“典”“册”的形成与性质论儒家“述而不作”的意义

9、艾利克斯·麦克劳德（Alexus Mcleod）：早期儒家传统中关于“真”的理想

10、柳镛宾：“汤武之德”与帛书《衷》篇的君子形象

第4场：儒家经学与经典

主持人：吴  光  伍晓明

1、黄开国：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2、李振纲：《周易》的大生命世界观

3、托马斯·迈克尔（Thomas Michael）：《论语》中的“学”与身体的规范

4、温海明：未来十年的儒学与世界文明

5、胡治洪：熊十力经学思想中的外王说

6、陈声柏：“经学”的两种含义：兼及儒学与经学关系的当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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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纪祥：从中国史学修史笔法的“不书”现象到当代史学书写中“空白”的讨

论——以《春秋》文本为核心的讨论

8、张晓生：明代穆文熙《左传》评点的内容特色与价值

9、曹  峰：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两条基本线索——兼评余英时的两重“天人

合一”观

10、陈晨捷：“仁者寿”：董仲舒道德养生学述论

第5场：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形态

主持人：董  平  纪保宁（Pauline Keating）

1、李承贵：王阳明“良知说”的四个积极面向

2、黄  勇：亚里士多德与朱熹：谁是真正的德性伦理学？

3、王新春：儒家视域下的个体价值——以张载《西铭》思想为例

4、宋大琦：心学与理学争议的核心问题：一个礼法学的视角

5、陈逢源：由“湖洛论争”到《朱子言论同异考》――韩元震义理思考与学术建

构

6、朱人求：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

7、乐爱国：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8、李勇强：周敦颐思想的佛教渊源说试探

9、齐婉先：王阳明论圣人一体之仁之教的伦理价值与社会实践

10、范立舟：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第6场：儒家思想及其价值

主持人：倪培民  谢文郁

1、陈卫平：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

2、贾磊磊：儒家思想的文化通约性

3、丁为祥：儒学：一种可以作为“底色”的人生信仰

4、傅永聚：社会分工视域下的儒家角色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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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杰人：儒学的价值取向——从“修齐治平”到“经世致用”兼论“为帝王师”

6、赵卫东：儒家文化视域下的代孕现象

7、祝东力：儒学与当代生活

8、周可真：中国传统实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9、胡海波：中国古代哲学的“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10、姜玉芳：浅说“述而不作”强调践行

二、大会总结暨闭幕式

主持人：徐向红

1、林安梧做大会学术总结

2、季缃绮（山东省副省长）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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