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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儒者對儒家傳統的解釋》

内容概要

部《朝鮮儒者對儒家傳統的解釋》，是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
究院合作，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首爾與二○○九年四月九日於臺北舉辦之兩次國際研討會的論
文集。全書論文環繞三個問題：第一是關於朝鮮儒學如何解釋的問題；第二是朝鮮儒學發展的脈絡性
問題，其重點在於闡發「四端」、「七情」、「人心」、「道心」、「敬」、「靜」等中國儒學的關
鍵性概念，在與朝鮮社會、文化、政治脈絡以及思想風土相結合後，所創造出的新詮釋；第三是東亞
儒學發展過程中，「自我」與「他者」互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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