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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不通之間的「溝－通」─
「間與勢：朱利安對中國思想的詮釋」專輯前言

何乏筆 *

參與大型學術研討會的學者經常能遇到「非溝通」的經驗。約莫十至二十分鐘

的報告後，緊接著五到十分鐘的討論。常見的情況是：不甚理解報告內容的問題，

與不甚理解問題的回答。工作坊的目標，便在於要面對這種常見於學界的形式化交

流，並期能深入地、批判性地面對某一作家的特定著作。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在二○一三年十一月七至八日舉辦「間與勢：朱利安對中國思想的詮釋」工作坊

遂以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曾另譯「于連」、「余蓮」）三本已譯成中文的著作為

討論焦點─《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勢：中國的效

力觀》及《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想之間》。

無疑地，本次工作坊成為深入而熱烈交流的場所，遠離了那在學界經常被視

為客觀認識條件的冷漠中立。若未能突破一般學術交流的框架，則觸及「未思」

和「未言」的交流勢必被排除於學術領域之外。溝通的「通」可能導致不同角度

和立場被吸納到（自我）轉化的深層動力之中，且使其形成嶄新的、共通的、具孕

育力的思想可能。然而，溝通的「不通」不等於溝通的失敗。倘若不同研究角度之

間的「間距」，能以反身的、具有理論厚度的方式被表達，那麼溝通的「不通」也

可能充滿孕育力，儘管此孕育力是消極的。對思想的創生性而言，意見的摩擦、直

率的言論、話語的競爭，或許都能發揮關鍵作用。不同思想可能之間的「間距」一

旦轉變為不可跨越的「鴻溝」，一旦對話轉變為「對—話」（或朱利安所謂「間—

談」），也將迫使學者意識到，彼此所選擇的思想道路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

此，溝通的「不通」呈現出不同思想可能無法相遇於共通之地，難以繼續交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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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之暴露，卻繼續發揮間接和潛在的孕育力。難以否認的是，溝通的「不通」是

深化學思自覺的必要條件。關鍵在於：能否從中學習到思考自己所「未思」，說出

自己所「未言」。據此，筆者希望本專輯能意味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僅對專輯的作

者而言如此，也希望讀者或多或少可成為此過程的參與者。

對朱利安教授及所有與會學者願意撰寫論文並與會討論，筆者深表感謝。本專

輯的上冊包含朱利安教授在工作坊中發表的簡短論文，總結了《間距與之間》的核

心觀點。第二篇則是朱利安教授回應工作坊諸篇論文批評意見的一般性回應。專輯

下冊將包含朱利安教授對部分會議論文的詳細回應。專輯上冊的論文都集中於「之

間」概念的相關問題，並涉及「之間」與「間距」的探討。專輯下冊的文章乃延續

有關比較哲學、間文化哲學和跨文化哲學的方法論思考，再轉到「勢」概念的政治

和美學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