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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解构与重建 一

《“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2003年 10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在中国：观念与学科”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载于《中国哲学史》
2004年第三期，66–73页。

《胡适与西田几多郎—哲学的中国，哲学的日本》（石井刚译），2004年 2月东京
大学“在东亚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哲学’的另类谱系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载于
《在东亚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哲学”的另类谱系学》，UTCP Bulletin，vol. 3，2004年，
3–12页。

《否定政治学与共生哲学—西田几多郎与新儒家》（乔志航译），2009年 3月台湾大
学“东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共生哲学’建构之尝试”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载于《为了共生
哲学》，UTCP Booklet 13, 2009年，41–60页。

《新儒家与佛教—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森川裕贯、李晓红译，乔志航校），
日文原文载于《思想》第九号，岩波书店，2007年 9月，80–104页。

第二部　解构与重建 二

《自-发的界限—“朱子学”之解构》（陈少峰译），日文原文载于『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第九号，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5年；中文为节译，载于《原
学》第三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199–219页。

《理亦异—莱布尼茨与王夫之的连接点》（陈少峰译），1999年 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三届 中日哲学交流会”上发表；载于《哲学的时代课题—走向 21世纪的中日哲学对
话》，沈阳出版社 2000年，221–232页。

《隐喻的忘却或者在法之后—从《文心雕龙》比兴篇谈起》（乔志航译），日文原
文载于『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第六号，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3年，
1–94页。

《走向批判性的中国哲学》（乔志航译），2010年 1月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人文学教授
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学术交流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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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批评与语言

《速朽与衰老—关于死的时间问题》（赵经验译），1996年 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二届 中日哲学交流会”上发表，载于《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三，
沈阳出版社，1997年，201–211页。

《鲁迅与克尔恺郭尔—紊乱的声调》（乔志航译），2008年 5月华东师范大学“鲁迅
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母亲的呢喃—速朽与衰老》（乔志航译），2009年 5月东京大学“作为运动的现代
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都市的语言与大都市的语言》（王前译），2007年 6月华东师范大学“大都市与文化
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第四部　政治与道德

《不服从的遗产—1960年代的竹内好》（石井刚译）， 2006年 1月东京大学“法律·
历史·暴力在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日文原文载于『法と暴力の記憶―東アジ
アの歴史経験』（《法律与暴力的记忆—东亚的历史经验》），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207–231页。

《内在之道的诸相—中国伦理与现代法国哲学》（乔志航译），2008年 5月台湾大学
“传统中国伦理观的当代省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重审存在与道德—评弗朗索瓦·于连〈为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
（乔志航译），日文原文为フランソワ・ジュリアン著『道徳を基礎づける―孟子 VSカ
ント、ルソー、ニーチェ』（弗朗索瓦·于连《为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日
译本，中岛隆博、志野好伸译）导读，讲谈社，2002年，283–306页；中文译文载于《东
亚人文》第一辑，三联书店，2008年，122–134页。

《现代亚洲的古典回归—儒学复兴的横向剖析》（乔志航译），2008年 3月东京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日文原文载于『中国伝統文化が
現代中国で果たす役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角色》），UTCP Booklet 5，2008年，
235–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