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危機時代的哲學——『後』疫情時期的反思」學術研討會議程 

11月 20日(星期六) 

8:50-9:00 報到 

9:00-9:20 

開幕式（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中國哲學會理事長、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吳進安教授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教授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黃聖松教授致詞 

臺南市哲學會理事長、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陳弘學教授致詞 

9:20-10:30 

  

第一場主題演講：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李俊璋教授 

主持人：中國哲學會理事長、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吳進安教授 

主題：成功大學防疫作為與社會責任——成就共好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10:30-10:50 茶敘時間、大合照 

10:50-12:20 

  

第一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曾春海（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教

授） 

發表人：李宗定（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副教授） 

題目：「因果」與「承負」──試論魏晉

南北朝佛道兩教解釋疾疫之病因與治病方法 

發表人：鄧秀梅（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 

題目：後疫情時期高教學術的教育方法

探索——以傳統經典教學為例 

發表人：熊偉均（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

人） 

題目：打疫苗「自然」嗎？——莊子哲

學的觀點 

第二場論文發表 

（地點：視聽教室 21302） 

主持人：傅玲玲（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歐思鼎（天主教輔仁大學學術研究院/博士後

研究員） 

    題目：苦死與哲學之慰藉：對 Covid-19 

疫情的塞內卡之反思 

發表人：Verena Xiwen Zhang（東海大學哲學

系/博士） 

     題目：How to Live an Alternative, 

Meaningful L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Pandemic 

Covid-19? –See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Perspectiv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Philosophical Daoism 

發表人：林宣里（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題目：論《老子》存身防患之研究 

12:20-13:10 午餐 



13:10-14:40 

第三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黃筱慧（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鄭志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題目：從《周易》咸卦論齊家的倫理療

癒 

發表人：張莞苓（致理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朱熹「命」論與其當代價值 

發表人：郁文風（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題目：從王船山《周易內外傳》中探討

《易傳》「精氣為物」之生命涵義 

發表人：謝怡君（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生） 

     題目：以對比為認識世界的路徑──從沈

清松的對比談「認識世界」 

第四場論文發表 

（地點：視聽教室 21302） 
主持人：尤煌傑（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發表人：蕭宏恩（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題目：當代墨者對後疫情時代之醫學人文

的反思 

發表人：林盈銓（東海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約翰‧伯杰的攝影論：從批判到敘

事 

發表人：李偉銘（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目：論荀子「解蔽」之「虛壹而靜」對

「亂」的「治理」與「應變」 

發表人：林穎煊（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生） 

     題目：《荀子》論「學」以成人:試探「後

疫情時期」下之高等教育 

14:40-14:50 茶敘時間 

14:50-16:20 

第五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黃藿（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院院長） 

發表人：黃藿（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院院長） 

     題目：後疫情時代的高教走向與通識教育—教育哲學的觀點 

發表人：簡成熙（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教育學院院長） 

     題目：重探愛國主義: 後疫情時代全球倫理的省思 

發表人：游振鵬（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教育學系系主任） 

     題目：我國技職人才培育政策內涵與評析 

發表人：何佳瑞（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學程、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題目：災難與莊子的安命思想 

發表人：陳伊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以友輔仁：朋友、羞恥與德行重估 

16:20-16:40 整理會場 

16:40-17:40 中國哲學會會員大會（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18:00- 
晚宴——邀請所有發表者、工作人員與中國哲學會會員 

（地點：府城食府正宗臺南料理——安平總店） 



11月 21日(星期日) 

9:00-9:30 報到 

9:30-10:40 

第二場主題演講：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葉海煙教授 

主持人：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陳福濱教授 

主題：後疫情的人文陶成與生命療癒——一項道家觀點的哲學考察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10:40-10:50 茶敘時間 

10:50-12:20 

 

第六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許鶴齡（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 教授） 

發表人：許鶴齡（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 教授） 

     題目：疫衝限定特調三合一的哲諮療癒咖啡 

發表人：王心運（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副教授） 

     題目：生病的身體或危險的身體 

發表人：林慧如（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副教授） 

     題目：COVID-19疫情下的臨床敘事與倫理療癒 

發表人：黃鏡澄（水面上與水面下劇場/心理總監） 

     題目：正念僅只於減壓嗎? 

12:20-13:10 午餐 

13:10-14:40 

  

第七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黃聖松（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發表人：陳欣白（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助理教

授） 

     題目：疫情之中思考民主的必要性——

康德法政哲學思想的啟發 

發表人：黃漢忠（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社會醫學科/

專案助理教授） 

     題目：國產新冠肺炎疫苗的倫理爭議 

發表人：甘偵蓉（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副研究學者） 

 題目：人工智能系統應該內建倫理嗎？—

第八場論文發表 

（地點：視聽教室 21302） 
主持人：邱建碩（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蕭麗芬（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題目：孤獨世紀－道法自然的療癒 

發表人：林彥廷（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目：探討觀念史/概念史研究方法用於中

國古代哲學研究的可能 

發表人：朴玹模（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題目：「韓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的現狀

和前景」 

發表人：饒忠恕（國立台灣大學/博士生） 



—人工道德行為者之探討  

發表人：聶 豪（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題目：後疫情時代的創造性議題：從天

台宗的圓教時間觀談起 

     題目：從生死觀論友誼——以《莊子‧大

宗師》爲例 

14:40-14:50 茶敘時間 

14:50-16:20 

 

第九場論文發表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主持人：陳弘學（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發表人：洪千雯（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

教授） 

     題目：從老莊「人文自然」的視角試論

儒道對話及疫情反思 

發表人：陳奕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

士級研究員） 

    題目：道德的要求與意義的要求——柯思

嘉如何回應渥芙的質疑 

發表人：萬恩庭（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題目：對全球後疫情時期與當代生命教育

的思考——以莊子物化觀為核心而展開 

第十場論文發表 

（地點：視聽教室 21302） 
主持人：沈享民（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發表人：馬耘（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 

     題目：王弼「以無為本」說辨析 

發表人：朱弘道（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題目：統治者頒布的唯一規範——《十六

經・成法》中的「一」 

發表人：嚴浩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生） 

題目：《老子》的「綠」意詮釋述評與省

思：主體修養、理論－實踐建構、跨文化對話以

及應用倫理之三重路向 

16:20-16:30 整理會場 

16:30-17: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哲學系教授、李賢中教授 

與談人：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教授 

中國哲學會理事長、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吳進安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葉海煙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陳福濱教授 

（地點：文學院學術演講廳 21122） 

17:30-17:40 閉幕式、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