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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教授逝世週年專輯前言

陳振崑 *

勞思光教授祖籍湖南長沙，一九二七年生於陝西翰林世家，以《中國哲學史》

聞名於華人學界，並勤以政論關心時事。一九八五年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退，

一九九四年起應聘為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與哲學系專任教授，二○○六年

起應聘為講座教授，直至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辭世。

勞先生曾榮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2002年），以及國家文化獎（2001

年）與學術獎（2002年），還有兩次國家講座（2002-2005年，2006-2009年）的

學術榮譽。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香港中國人文學會為祝賀勞先生七秩

之慶，假臺北市陽明山舉辦學術研討會，論文輯為《無涯理境─勞思光先生的學

問與思想》，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假臺灣大學與華梵大學舉辦「勞思光思想與中國哲學世

界化」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二○○七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由香港中

文大學哲學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華梵大學哲學系合辦，香港中國人文學會協辦

學術研討會，其後輯為《萬戶千門任卷舒─勞思光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

並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五月十九至二十日，華梵大學哲學系舉

行第十五屆儒佛會通與文化哲學「勞思光思想與當代哲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東吳大學哲學系與華梵大學

中文系合辦。此會集聚港、臺、中、美、德、加、法國的專家學者共襄盛舉，並舉

辦韋齋詩會《勞思光韋齋詩存述解新編》新書發表會，以及勞先生八十五歲祝壽餐

會。會後論文集特以光碟行世。

勞思光先生一身紳士風範，志在遠離權勢而優游士林，立論向來秉持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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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以門戶自限，其一生憂國憂民、憂哲學憂文化的承擔胸懷，仍令人緬懷。勞先

生戮力於中西哲學傳統之釐清與現實社會政治批判反思的同時，汲汲用心於傳統儒

家心性之學的價值肯定與哈伯瑪斯批判反省理性的理論開展，實可為現代哲學家與

公共知識分子之典範。勞先生晚年所苦心建構世界中的中國之學術視野與文化哲學

的藍圖偉業，則有待後起之秀的繼踵增華，以開展其豐富意涵與理論價值。

勞思光先生溘然辭世，留給師生學人莫大的惋傷與不捨，香港中文大學與華梵

大學分別在港臺各界的支持下，舉行了樸實而隆重的追思會，表達港臺哲學界與師

生對這位一代哲人的崇敬與懷念；並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專屬網頁與《國

文天地》月刊（第 332期）特輯之紀念文章。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在美國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舉辦的第

十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研討會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為紀念勞思光與唐力權教授的相繼離世，特舉辦一

論文發表會，其中由沈清松、成中英與陳振崑教授發表的三篇英文學術論文，研討

了勞先生的跨文化哲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與德性理論。

二○一三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由華梵大學文學院勞思光研究中心、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合辦，以「勞思光思想圖譜」為主題的

勞思光教授逝世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中除了研究中心成果報告（勞先生歷年教學檔

案整理情形與勞先生藏書清單）之外，又分設哲學組與詩文組，舉行兩場論文研討

會，共發表五篇學術論文，還有五場合計有二十人次引言的座談會。座談會分別以

勞思光先生與「語言哲學」、「中國哲學」、「德國觀念論」、「文化哲學」、「美食地

圖與生活紀事」為子題，申述勞先生思想對現當代學者的啟發，以及學者未來與勞

先生思想相關的研究議題與方向。本專輯限於篇幅，僅收錄李瑞全、陳振崑與彭雅

玲教授等三篇論文（杜保瑞與陳旻志教授之論文另有安排），以及十六篇座談會的

引言稿，並寄望於四年後（2017年）五年一度的勞思光思想學術研討會，可以有

更深入與廣泛的研究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