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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论文主要分析了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 1 年间韩国学者

的儒学研究状况和成果。研究的对象是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承认的专门学术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共 229 篇。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论

文数量的增加。种种原因中， 重要的是政府的 BK 援助以及多种财政政策的支

持提高了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而且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认证期刊也在逐渐增多。

第二，与中国儒学的研究相比，韩国儒学受关注的程度更高。可见韩国学者的研

究主要侧重于韩国儒学。第三，就人物来看，韩国儒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退溪、

栗谷、南冥、尤庵、霞谷和茶山等，思想上则主要侧重于性理学、阳明学、实学

等。第四，中国哲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先秦儒学、宋代性理学、《周易》以及阳明

学等。第五，对一般儒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儒教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儒教与其他边缘

学科的关系，并且分析其内容，这对打破学科间的障碍、实现学问沟通起了一定

作用，并且对实现学问与现实的结合也非常有益。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继续深入

下去，无疑会对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方案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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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本论文主要分析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 1 年间韩国学者的儒学研究状

况和成果。这期间，儒学研究论文的评价工作主要是由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

所于 2006 年 6 月成立的“儒教研究评价委员会”来完成的。 

“儒教研究评价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崔英辰教授 2005 年底曾以“

近韩国儒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为题，对 2003 年至 2005 年间的研究论文作了分

析和评价。而且，黄棕源博士也曾以《 近中国儒学研究的现状》为题，对

2000 年至 2005 年间中国学者的儒学研究情况作了分析。日本的川原秀城教授以

《 近日本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趋势》为题，考察了 1992—2005 年日本学者的儒

学研究状况。张元硕博士以《2000—2005 年美国的儒学研究现状》为题，分析

并评价了美国学界的儒学研究情况。① 

第 2 年（即 2006 年），洪正根、朴鹤来团队在题为《韩国哲学领域的研究

动向与评价》的论文中，以韩国儒学为中心分析了 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

学界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文中还分析评价了中国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

会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林泰弘博士以《2005 年以后日本儒学及国学

思想的研究动向》为题，分析了日本学者的儒学研究成果。② 

之后，李哲承博士又以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0 月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发

表了《 近韩国学界的儒教研究动向及儒教伦理的现实意义》一文。③而且，洪

正根博士又以《韩国哲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评价》，分析并评价了 2006 年 11 月

至 2007 年 10 月的研究论文。此外，又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化、教育学领域中

                                                        
① 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 6辑，2006 年 2月，1-104 页。 

② 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 11 辑，2007 年 2月，285-443 页。 

③ 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2007 年 12 月，341-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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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①林泰弘博士又以《2006 年度日本儒学及国学思想的

研究现状》为题，分析了 2006 年度日本学者的儒学研究现状。② 

本论文承接了以上的研究成果，继续对儒学研究的现状进行评价。本次研究

的对象是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承认的专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儒学研究的学术

期刊虽然很多，其中笔者根据儒学研究论文刊载的数量选定了下面 16 种学术期

刊。同时，也把 2007—2008 上半年的博士论文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本文所分析

的学术期刊以及选定论文的篇数情况如下： 
 

1、《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儒教学会）（3、6、9、12 月发行，年计 4 本） 38 篇 

2、《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5、8、11 月发行，年计 4 本） 27 篇 

3、《东西哲学研究》（韩国东西哲学会）（3、6、9、12 月发行，年计 4 本） 20 篇 

4、《韩国思想与文化》（韩国思想文化学会）（1、3、6、9、12 月发行，年计5 本） 18 篇 

5、《东洋哲学》（韩国东洋哲学会）（7、12 月发行，年计 2 本）  15 篇 

6、《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7、12 月发行，年计2 本）   25 篇 

7、《南冥学研究》（庆尚大学校南冥学研究所）（6、12 月，年计 2 本）  13 篇 

8、《退溪学报》（退溪学研究院）（6、12 月，年计 2 本）   14 篇 

9、《退溪学与韩国文化》（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院）（2、8 月发行，年计 2 本） 11 篇 

10、《东方学志》（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3、6、9、12 月发行，年计 4 本）  7 篇 

11、《韩国实学研究》（韩国实学学会）（6、12 月发行，年计 2 本）   7 篇 

12、《韩国思想史学》（韩国思想史学会）（6、12 月发行，年计 2 本）   4 篇 

13、《泛韩哲学》（泛韩哲学会）（3、6、9、12 月发行，年计 4 本）   4 篇 

14、《哲学研究》（哲学研究会）（2、5、8、11 月发行，年计 4 本）   3 篇 

15、《哲学思想》（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2、5、8、11 月发行，年计4 本）  2 篇 

16、《民族文化研究》（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6、12 月发行，年计 2 本）  2 篇 

17、2007—2008 上半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19 篇 

 
                                                        
① 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 12 辑，2008.2，87-202 页。 

② 东洋哲学研究会，《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2008.5，275-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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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其他的学术期刊①也刊登有儒学研究的论文，但是，鉴于量少的

原因，在此略去不计。 
 

二、韩国儒学研究现状 
 

从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末这一年的时间里，以上所列举的学术杂志

和博士论文共 229 篇。其中，有关韩国儒学的论文有 133 篇，中国儒学的论文有

59 篇，一般儒学研究的论文有 37 篇。133 篇韩国儒学论文中，按时期来分，韩

国古代思想的论文有 3 篇，丽末鲜初人物的论文有 4 篇，朝鲜时代的论文有 127

篇，占据绝大多数。按人物来分，尤庵宋时烈（1607—1689）的论文有 18 篇，

退溪李滉（1501—1570）的论文有 10 篇，霞谷郑齐斗（1649—1726）的论文有

7 篇，栗谷李珥（1536—1584）的论文有 6 篇，南冥曹植（1501—1572）的论文

有 5 篇，等等。 

尤庵的论文之所以比较多，是由于去年适逢其诞辰 400 周年，许多与此相关

的学术会议以及其他纪念性活动接连举办的原因。除学术振兴财团认证的学术期

刊外，其他一般的学术杂志上也有不少与此相关的论文。栗谷的论文相对少的原

因是，栗谷学会主办的《栗谷思想研究》（每年 6、12 月发行）目前还不是被认

证的刊物，如果加上这上面的 6 篇论文，则会超过 10 篇。 

除上述儒学者之外，还有朝鲜初期的李齐贤、李穑、郑道传等相关论文 4

篇；朝鲜中期的金宗直、李彦迪、白仁杰、郑琢、卢景任、尹鑴、尹拯等相关论

文 8 篇；岭南学派的许穆、李玄逸、李象靖、李种杞等相关论文 7 篇；畿湖学派

的金昌协、李柬、韩元震、奇正镇、田愚的相关论文 15 篇；南冥学派的郑仁

                                                        
① 与儒学研究论文相关而又在此次调查活动中除外的学术杂志主要有《哲学》（韩国哲学

会）、《哲学研究》（大韩哲学会）、《哲学研究》（高丽大学哲学研究所）、《哲学探

究》（中央大学中央哲学研究所）、《大东哲学》（大东哲学会）、《时代与哲学》（韩国

哲学思想研究会）、《东方汉文学》（东方汉文学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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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金宇颙、郑逑、河应运、河佑植、卢应奎、卢相稷等相关论文 10 篇；实学

派的柳馨远、李瀷、金堉、黄胤锡、柳寿垣、崔汉绮等的相关论文 10 篇；明学

派的赵翼、朴殷植、郑寅普、金光镇等相关论文 11 篇。 

从论文主题分析这 133 篇论文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在人物的性理学、伦理

学、道学以及修养论等方面。人物性同异论、阳明学以及实学的论文居其次。在

有关韩国古代思想的几篇论文中，主要强调探究源流思想的必要性或者阐述檀君

神话中的儒学性。
① 

性理学论文有关于晦斋李彦迪的哲学思想和栗谷性理学的学位论文
②
和有关

尤庵宋时烈的几篇论文。
③
也有深度分析南塘韩元震和巍岩李柬的人物性同异论

争问题的论文。
④
还有通过图说来分析南冥曹植哲学思想的学位论文和分析南冥

哲学思想本质的论文
⑤
，特别是对以南冥为首的南冥学派接受程朱学过程的研究

对阐明南冥学的渊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⑥ 对葛庵李玄逸、大山李象靖、卢沙

                                                        
① 林泰弘，《檀君神话中体现的儒教性格》，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2007.12。 
李烨，《韩国思想的定立和为此进行源流思想探究的必要性》，载《东西哲学》49号，2008.9。 
② 姜敬林，《晦斋李彦迪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 2008。 
李英子，《畿湖学派中栗谷性理学的收容和展开》，忠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 
③ 黃义东，《尤庵的性理学和学问的位相》，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郑相峰，《对尤庵朱子哲学的解释和特色》，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徐大源，《对尤庵宋时烈先生的理学硏究的考察》，载《东西哲学硏究》48 号，2008.6。 
安银洙，《尤庵心性论的特征和意义——以未发论为中心》，载《东西哲学硏究》48号，2008.6。 
洪正根，《对尤庵宋时烈的心体的见害考察》，载《东西哲学硏究》48 号，2008.6。 
韩基范，《后人对尤庵宋时烈的追崇和评价》，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④ 崔英辰，《南塘和巍岩未发辩论的再探讨》，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郑然守，《李柬对动靜问題的见解》，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孙永植，《韩元震的理发否定论证批判》，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李宗雨，《李柬和韩元震论爭中时空間的认识》，载《哲学硏究》第 79 辑，2007.11。 
⑤ 申季湜，《对南冥曹植图说中出现的性理学的硏究》， 大邱韩医大学博士， 2008。 
千炳敦，《南冥哲学的“一本”论》，载《南冥哲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⑥ 崔英成，《南冥曹植的程朱学受容样相》，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金洛真，《藥圃郑琢的程朱学受容样相》，载《南冥学硏究》第 24 辑，2007.12。 
尹晶，《郑仁弘的程朱学理解——以晦退辨斥为中心》，载《南冥学硏究》第24辑，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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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镇、艮斋田愚等理气论和心性论的分析研究也非常缜密。① 修养论的论文有

对退溪李滉及其门徒李德弘以及慎斋周世鹏、艮斋田愚等修养论的研究。
② 

道学思想方面有佔毕斋金宗直、休庵白仁傑、尤庵宋時烈等道学思想道统论

和实践义理的论文③，特别是对佔毕斋门徒俞好仁的研究论文属于新观点的论文

有着比较大的价值。礼学思想的论文有对尤庵宋時烈为首的 17 世纪礼学者和礼

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以及对芦沙奇正镇的仪礼进行研究的论文。④ 

阳明学方面，有对霞谷郑齐斗心性论和知觉论以及对人关系论等进行研究的

论文，⑤还有对属于韩国阳明学派的浦渚赵翼为首的朝鲜后期学者朴殷植和郑寅

                                                                                                                                             
李昤昊，《东冈金宇顒的朱子学受容样相》，载《南冥学硏究》第 24 辑，2007.12。 
权镇浩，《寒冈郑逑的程朱学受容样相》，载《南冥学硏究》第 24 辑，2007.12。 
① 李相益，《葛庵李玄逸的理能发论和理气分开论》，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李相益，《大山李象靖的理主气资论——与退栗性理说相比较》，载《东方学志》142 号，

2008.6。 
朴鶴来，《芦沙奇正镇的性理说导致的畿湖学界的论争》，载《民族文化硏究》48 卷，

2008.6。 
李宗雨，《艮斋田愚的心性说中性師心弟和心性一理的关系》，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

2008.7。 
② 金基铉，《退溪的敬思想》，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金基柱，《退溪学派和心经附注，各时期的问題意识和特征》，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5
辑， 2008.8。 

严连锡，《李德弘的互根之理与其修养论的意义》，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 
丁淳佑，《周世鵬的心图编纂及其思想史的意义》，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 
李炯性，《艮斋田愚实践儒学的志向性考察》，载《韩国思想文化》第 43 辑，2008.6。 
③ 郑圣喜，《对朝鲜道统论批判的探讨》，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6。 
李相星，《兪好仁思想的道学考察》，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0 辑，2007.12。 
赵南旭，《休庵白仁杰所认为的巨儒像》，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3 辑，2008.9。 
吴锡源，《尤庵宋时烈的义理思想》，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3 辑，2008.9。 
④ 金贤寿，《17 世纪朝鲜礼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2007。 
金贤寿，《白湖尹鑴的礼教思想硏究》，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4 辑，2008.5。 
金贤寿，《宋时烈的礼学思想硏究》，载《东西哲学硏究》48 号，2008.6。 
裵相贤，《宋时烈的礼学思想及其义理化》，载《韩国思想和文化》第 42 辑，2008.3。 
郭信焕，《芦沙奇正镇的儒教仪礼观》，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2008.6。 
⑤ 李宗雨，《霞谷郑齐斗的良知说中感觉知和德性知的关系及其哲学考察》，载《儒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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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的思想以及日帝强占时期阳明思想的分析论文。① 通过这些论文可以大体上把

握这段时间韩国阳明学的动 。 

在实学思想方面，有对以磻溪柳馨远和星湖李翼为首的潛谷金堉、聾菴柳寿

垣、颐斋黄胤锡、茶山丁若镛、惠岗崔汉绮等的实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或者学

位论文。②在比较论文方面，有对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心性论进行比较的学位论

文，以及通过退溪和花潭徐敬德，退溪和茶山丁若镛，退溪和西方卡特的比较来

分析退溪哲学特征的论文。而且，还有对茶山和日本学者的中恕论进行比较分析

韩日学者特征的论文。③可以看出，这些研究论文在较广范围内很有深度地进行

                                                                                                                                             
研究》第 33 辑，2008.9。 

严连锡，《通过心经集义来看郑齐斗的心性修养论特征》，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李相浩，《心经附注解释史中的郑齐斗心经集议》，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金德均，《通过霞谷郑齐斗的阳明学世界观来看对人关系论》，载《阳明学》20 号，2008.7。 
金祐瑩，《霞谷郑齐斗的知觉论和伦理学》，载《阳明学》20 号，2008.7。 
① 韩正吉，《浦渚赵翼和阳明学连贯性主张的妥当性探讨》，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

2007.12。 
韩正吉，《对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硏究》，载《东方学志》141 号，2008.3。 
李相浩，《韩国近代阳明学的哲学特征——以朴殷植和郑寅普为中心》，载《阳明学》20
号， 2008.7。 

崔在穆，《郑寅普“阳明学”形成的知形图——世界及其呼吸，联系其重叠性》，载《东方学

志》143 号，2008.9。 
崔在穆，《通过日帝强占期的杂志来看阳明学硏究的动向》，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5 辑， 

2008.8。 
② 徐英伊，《柳馨远哲学中实理的应用》，载《范韩哲学》49 辑，2008.6。 
金德均，《星湖李翼的开放孝悌伦理硏究》，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4 辑，2008.5。 
金駿泰，《潜谷金堉的实用的经世思想硏究》，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1 辑，2008.3。 
白承哲，《聾菴柳寿垣的商业观和商业振兴论》，载《东方学志》140 号，2007.12。 
崔英成，《黃胤锡实学的特性和象数学的基础》，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2008.6。 
白敏禎，《丁若镛哲学的形成和体系的相关硏究》，延世大博士，2007。 
金英柱，《茶山丁若镛的上帝天观相关硏究》，东国大学博士，2007.2。 
具台桓，《崔汉绮的运化论的人体观和变通的伦理论》，崇实大学博士，2007。 
蔡锡龙，《崔汉绮社会哲学的理论的基础和形成过程——儒教社會规范脫性理学的再构成》，

圆光大学博士，2008。 

③ 李禧承，《退溪和栗谷的心性论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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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研究。 
 

三、中国儒学的研究现状 

 

在全部 229 篇论文中，对中国儒学进行研究的论文共计 59 篇。根据主题来

分类主要有先秦儒学 30 篇，宋代儒学 13 篇，陆王学 9 篇，其他 7 篇。可以看出

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先秦儒学方面。在先秦儒学的 30 篇研究论文中，《周易》方

面论文 7 篇，孟子方面论文 7 篇，孔子及《论语》方面论文 5 篇，《中庸》相关

论文 4 篇，礼仪方面论文 3 篇，荀子相关论文 2 篇，《春秋》方面论文 1 篇。对

宋代儒学进行研究的 13 篇论文中，朱子研究 9 篇，性理学研究论文 2 篇，对

《小学》和周敦颐进行研究的论文各 1 篇。对朱子的研究论文占压倒性多数。陆

王的 9 篇研究论文中陆象山研究论文 3 篇，王阳明研究论文 2 篇，王心斋等阳明

学派的学者的研究论文 4 篇。其他 7 篇论文有董仲舒的相关论文 2 篇，王夫之的

相关论文 2 篇和严复、冯友兰以及清代考证学的论文各 1 篇。 

若根据内容仔细区分，在先秦儒学中，有对孔子中庸思想和经济伦理的学位

论文各 1 篇；孔子的生死观和庄子死亡观的比较、《论语》的礼思想研究论文

等。①关于孟子的研究论文，有对孟子道德哲学和实现心性情论、浩然之气的方

                                                                                                                                             
黃义东，《花潭、退溪、栗谷的理气观比较硏究》，载《东西哲学硏究》49 号，2008.9。 

梁明洙，《康德动机论中退溪的理发》，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刘权钟，《退溪和茶山的心性论比较》，载《退溪学和韩国文化》43 号，2008.8。 

沈庆昊，《退溪和茶山——文献学的连续性及其差別性》，载《退溪学的韩国文化》43 号，

2008.8。 
白敏禎，《伊藤仁斋和丁若镛的忠恕论比较》，载《东方学志》140 号，2007.12。 
① 安涌镇，《孔子经济伦理的相关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2007。 
姜世淳，《孔子中庸思想的人间学硏究》，成均馆大学 博士，2007。 
金哲运，《孔子死亡中生的希望》，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郑炳硕，《论语和庄子中的死亡观》，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5 辑，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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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知言的研究，以及所谓哲学治疗的独特领域中更加深化的研究论文。① 关

于荀子的研究论文，有荀子富国论和租税观，国家动力和言语主体的正名论论

文。② 

关于儒家经典的研究论文中，以《周易》为 多。具体到研究内容来说，有

周易的象数和吉凶问题、人间本性、系辞传的乾坤原理、九卦德目的忧患意识和

修养论、易传的圣人史观和文明论、孔子的易学思想和对后代韩中两国学者的影

响等各种主题和内容。③ 关于《中庸》的研究论文中，有关于中庸“天思想”的

学位论文、中思想的渊源和《中庸》的中和思想以及分析先秦儒家思想中“时

中”问题的论文。④ 关于《礼记》和礼的研究论文中，有对《礼记》的《乐记》

篇中人性论、分析儒教家礼的变化和创造的继承儒教丧礼和葬礼的论文。⑤ 在
                                                        
① 柳勤声，《孟子道德哲学中理性和感性的问题》，载《东洋哲学研究》第52辑，2007.11。 
郑在铉，《孟子的道德內在主义如何能够正当化？》，载《儒教思想硏究》第33辑，2008.9。 
柳熙星，《孟子的道德创造论》，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张承姬，《孟子的良心论》，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2008.6。 
李尚鲜，《孟子的情感相通的诚和心灵境界》，载《东西哲学硏究》，47 号，2008.3。 
郭信焕，《知言而知人》，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李演都，《儒学哲学性——以孟子为中心》，载《东西哲学硏究》49 号，2008.9。 

② 安涌镇，《荀子的富国论和租税观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③ 郑炳硕，《周易和象数》，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金珍熙，《周易象数的时空性考察》，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金学权，《周易的吉凶悔吝考察》，载《范韩哲学》47 辑，2007. 12。 
金在弘，《周易中人间本性小考》，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金演宰，《周易九卦德目中体现的忧患易道和修养论纲领》，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林炳学，《系辞上篇第 1 章和乾坤原理》，载《范韩哲学》49 辑，2008.6。 
郑炳硕，《易传的圣人史观和文明发展》，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2 辑，2007.11。 
金益洙，《韩中儒学者们继承的孔子易学思想》，载《韩国思想和文化》第 43 辑，2008.6。 
④ 崔永璿，《中庸的天思想研究》，大邱天主教大学博士，2008。 
闵晃基，《中思想形成的渊源和历史展开》，载《东西哲学硏究》，47 号，2008.3。 
辛正根，《中庸的中和思想硏究》，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3 辑，2008.9。 
李善庆，《先秦儒家之时中问題》，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5 辑，2008.8 。 
⑤ 李曦载，《儒教家利的变化和创造性继承》，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崔瑛甲，《儒教葬礼中包含的死亡意义》，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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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研究方面，有对清代公羊学进行研究的论文。① 

关于宋代性理学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朱子学方面。主要是针对朱子学中理

气论和动静论、心性论、修养论等为主的朱子经典解释方法和朱子的易学思想等

方面的论文。② 除此以外，还有对《小学》的研究论文和对宋代性理学的近代性

和宋代性理学中理气论的物理学探究方面的学位论文。③ 还有对宋代性理学的端

绪——周敦颐思想的研究论文。④  

关于陆王学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专业研究杂志《阳明学》。陆王学的研究

论文主要内容是陆九渊的讲学活动、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思想比较、阳明学中意

的问题，等等。⑤ 也有对阳明学派的王心斋的师道论、泰州学派的致良知论等进

行研究的论文。⑥ 还有对著有《心经附注》的明代学者程敏政思想中朱子和陆象

                                                                                                                                             
朴东仁，《乐记人性论的特性》，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① 李妍承，《清代公羊学研究》，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② 沈揆夏，《朱子的理气二元论有关的一元论考察》，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

2008.6。 
洪性敏，《朱子未发论的特性》，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郑然守，《朱子关于动静问题的思想特性》，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5 辑，2008.8。 
崔海淑，《对心的小考——以朱子的心性论和心统性情论为中心》，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1 辑，2008.3。 
李承焕，《朱子修养论中性和性向》，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李相敦，《朱熹修养论中的涵养和体认》，载《东方学志》143 号，2008.9。 
赵南浩，《朱熹的大学章句批判——与经典的解释学方法相关》，载《哲学思想》27 号，

2008.2。 
白殷基，《朱子的易学中出现的亨》，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③ 李承妍，《小学理念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朴容台，《宋代性理学的近代性和个人的硏究——以东西比较哲学的方法为中心》，成均馆大

学 博士，2007。 
沈揆夏，《宋代理气论的物理学的探究》，成均馆大学 博士，2007。 
④ 苏铉盛，《理解周敦颐思想的几个端绪》，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2008.2。 
⑤ 高在锡，《陆九渊的讲学活动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2008.2。 
金容载，《陆王心学的体系比较》，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郑址郁，《阳明学中意——以良知的关系为中心》，载《阳明学》20 号，2008.7。 
⑥ 郑址郁，《王心斋的师道论》，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近韩国的儒学研究动向与分析 

 

11 

山和会特征以及分析朝鲜性理学者的论文和研究王龙溪哲学思想的学位论文。① 

对中国人物的研究主要有对汉代董仲舒人性论、董仲舒等气哲学者的偶然

性、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清代顾炎武的考证学、现代严复的近代性认识

和冯友兰的古典教化思想等研究论文。② 如上所述，对中国儒教的研究主要偏重

于先秦儒学和宋代性理学以及周易和阳明学等方面，研究内容更加深化。 
 

四、一般儒学的研究现状 

 

一般的儒学论文指的是从整体上研究儒学思想，并与现代社会的重要话题相

联系，与邻近学科进行联系并探索其活用方案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将儒学与教育

学、政治学、经营学、经济学、社会福利学、艺术哲学相联系进行研究或者与邻

近的宗教、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的论文。还有对现代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如：主体

性问题、领导力问题、人际关系中的礼仪问题、生命问题、女性问题、生 问题

和自然环境问题等进行研究并重新认识儒学的研究论文。 

229 篇论文中，属于此领域的论文共 37 篇，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论文 18

篇，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相关的论文 19 篇。再具体来看，与艺术学相关的论文

                                                                                                                                             
李相勋，《王门泰州学派的致良知学义理及其意义》，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宋钟瑞，《贺麟“新心学”的哲学史意味》，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① 金洛真，《程敏政思想中朱陆和会的特征和朝鲜性理学者的反应》，载《儒教思想研究》

第 31 辑，2008.3。等等。 
② 朴东仁，《董仲舒的人性论》，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 
辛正根，《对气哲学者们（董仲舒等）偶然性的考察》，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2 辑，

2007.11。 
林玉均，《王夫之中庸哲学（2）》，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2 辑，2007.11。 
陈晟秀，《王夫之的错综变易论硏究》，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权政媛，《顾炎武日知录和朝鲜后期考证学》，载《韩国实学硏究》14 号，2007.12。 
梁一模，《严复的近代性认识》，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2 辑，2007.11。 
朴泳珍，《冯友兰的古典教化思想硏究》，载《东西哲学硏究》48 号，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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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篇，与教育学有关的论文有 4 篇，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论文有 3 篇，东西哲学

与宗教学的论文各有 2 篇，国家政治学、社会福祉学相关的论文各有 1 篇。在现

代社会的诸多问题领域中，道德主体相关的论文有 4 篇，儒学现代化相关的论文

有 4 篇，知识分子的领导力相关的论文有 3 篇，生 环境相关的论文有 3 篇，而

且从礼节、生命观、女性观等领域考察人际关系的论文各有 1 篇。 

与教育相关的论文主要是考察儒教的道德教育、礼节教育、经典教育的特征

与活性化方案。① 与政治相关联的论文考察的是儒教国家论中统治的构成关系，

②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论文主要是考察儒教的经营哲学与现代企业的关系，③社会

福祉学方面的论文则是考察了栗谷的社会福祉思想。④ 

与艺术学相关的论文主要考察了儒学音乐的哲学意义，韩国舞蹈与文庙佾舞

的易学分析，姜希颜（1417—1494）《养花小录》培育花木过程中的审美意识，

以及退溪的艺术哲学等。⑤与宗教相关的论文主要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考察了儒佛

                                                        
① 李相浩，《儒教生命观的道德教育意义》，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都民宰，《传统社会小学教育和靑少年礼节教育的方向》，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 

2008.6。 
李炯性，《汉文经传教育中“明德”和“昭明德”“明明德”的意义考察》，载《韩国思想  
文化》第 41 辑，2008.1。 

金容载，《传统文化和儒教教育的活性化》，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1 辑，2008.3。 
② 崔英辰，《儒教国家论中统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

2008.2。 
③ 权相佑，《一种为了儒学现代化的试论：儒学经营哲学与企业经营》，载《儒教思想研

究》第 31 辑，2008.3。 
朴正心，《近代“竞争”原理和“道德”原理的冲突与交会研究——以社会进化论和儒学为中

心》，载《韩国思想史学》29 号， 2007.12。 
平晓原，《先秦儒家思想的現代企业经营哲学硏究》，成均馆大学 博士，2007。 
④ 朴升熙，《栗谷的社会福祉思想》，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⑤ 宋在国，《儒学中音乐的哲学意义》，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金龙福，《韩国舞踊构造的易学解释》，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1 辑，2008.3。 
金龙福，《舞位四表图的易学分析》，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2008.6。 
金  熙，《对养花小录中包含的儒家意味体系的哲学硏究》，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2 辑，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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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①以及韩国宗教的哲学反思等。与西方哲学相关的论文，主要考察了韩

国近现代西方伦理思想与实学的结合，以及由茶山学来看东西文明的结合等。② 

与人的道德主体相关的论文主要考察了儒教人伦道德普遍化可能性的问题、

考察人的主体自觉以及亲亲、尊尊等的正常化问题，儒教文化与生活质量提高的

问题等。③与领导力相关的论文主要考察了儒教的未来与儒教知识人的作用，儒

教的忠恕思想与现代社会的领导力问题、儒教领导力的现代价值等问题。④ 

人际关系的论文主要考察了儒家的礼和语言，儒家哲学的生命观等。⑤与女

性学相关的论文主要通过江华学派的实学特征考察了韩国的女性主体化，⑥与生

学相关的论文主要从阴阳感应考察了儒教的人与自然思想，⑦此外还有从朱子

学的角度考察环境伦理的确立问题以及环境伦理教育、阳明学的环境伦理学解释

等问题。与儒学现代化相关联的论文主要内容涉及孔子思想的现代性活用方案、

栗谷思想的现代意义和未来展望、儒教中老人的作用及意义问题等。⑧ 
                                                                                                                                             
李受姸，《退溪的艺术哲学硏究》，圆光大学 博士，2008。 
① 崔一凡，《从宗教对话的观点来看儒教与佛教》，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② 李光虎，《由茶山学来看东西文明的交汇》，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等等。 
③ 郑在铉，《儒教人伦道德的普遍化可能性问题》，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李殷镐，《人间主体的自觉与诚概念的深化》，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2 辑，2008.6。 
朴礼庆，《规范的根据中亲亲尊尊的正当化问題》，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4 辑，2008.5。 
朴洪植，《生活质量提高和儒教文化》，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1 辑，2008.3。 
④ 陈晟秀，《儒教的未来与儒教知识人的作用》，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等。 
⑤ 郑龙焕，《儒家存在论》，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崔莲子，《通过儒家哲学的自然生命观来进行理论摸索》，载《东西哲学硏究》49 号，2008.9。 
崔莲子，《儒家哲学中看护的伦理探索》，载《泛韩哲学》48 辑，2008.3。 
⑥ 金世绪利亚，《由江华学派的实学特征来看韩国女性的近代性》，载《阳明学》20 号，2008.7。 
⑦ 崔一凡，《阳明学的环境伦理学解释》，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2008.2。 
权相佑，《朱熹哲学中“环境伦理”的理论定立可能性和环境伦理教育》，载《东西哲学硏

究》49 号，2008.9。 
崔一凡，《阳明学的环境伦理学解释》，载《东洋哲学硏究》第 53 辑，2008.2。 
⑧ 安在淳，《21 世纪韩国与栗谷思想的未来展望》，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黃义东，《李谷理气论的现代意义》，载《东西哲学硏究》46 号，2007.12。 
安在淳，《21 世纪韩国和栗谷思想的未來展望》，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3 辑，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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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其他边缘学科的结合主要是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通过一系列学

术会议来尝试的，主要考察了儒学与社会学（2000）、法学（2002）、政治学

（2004）、经营学（2005）、行政学（2006）、社会福利学（2007）等领域，这

些会议的论文都刊登在《儒教文化研究》上。关于儒学的现代化问题，韩国儒教

学会在 2007 年先后以“儒教的现代作用”、“儒教的本质与现代”为题召开了

学术会议，论文刊登在《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和 32 辑（2008.6）

上。另外，东洋哲学研究会也以“东洋哲学的脱近代性认识”为大主题，下设

“东亚近代知识人的近代性批判”、“well-being”、“well-dying”等 3 个小主

题先后召开学术会议，论文则刊登在《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2007.11）、53

辑（2008.2）、55 辑（2008.8）等。 
 

五、结论 

 

2008 年 8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弟子集体登场，而且

整个开幕式的主题都突出了《论语》“和”的理念。这些都反映了当今中国政府

对儒教思想的重视。与中国的变化相比，韩国对儒教却没有如此重视。但可喜的

是，韩国政府通过第 2 届 BK 工程以及多种支持人文学发展的大型项目来促进人

文科学的研究，而且很多青壮年学者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在专心地进行研究。这

些都是令人欣慰的。 

通过分析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一年间的 229 篇论文，可以看出如下

特点： 

第一，论文数量的增加。如上所述，崔英辰教授的团队考察了 2003—2005

年 2 年间的 220 篇论文、李哲承博士考察了 2006 年 11 月—2007 年 10 月 1 年间

的 150 篇论文，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论文数量之多。种种原因中， 重要的是政府

                                                                                                                                             
崔在穆，《儒教中老的意味和机能》，载《儒教思想硏究》第 33 辑，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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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K 援助以及多种财政政策的支持提高了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而且韩国学术振

兴财团的认证期刊也在逐渐增多，其他学术团体学术杂志刊行量的增大也是一个

原因。 

第二，与中国儒学的研究相比，韩国儒学的受关注程度更高。229 篇论文

中，与韩国儒学相关的就有 132 篇，而中国儒学仅有 59 篇。韩国儒学所占的比

率达 58%，是中国儒学的 2 倍。可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韩国儒学。 

第三，就人物来看，韩国儒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退溪、栗谷、南冥、尤庵、

霞谷和茶山等，思想上则主要侧重于性理学、阳明学、实学等。这与《退溪学

报》、《退溪学与韩国文化》、《栗谷思想研究》、《南冥学研究》、《阳明

学》、《韩国实学研究》等专门学术期刊的刊行都有关系。 

第四，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先秦儒学、宋代性理学、《周易》以及

阳明学等。笔者希望以后能对儒教经典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能从更广的

层面上开拓更多的研究主题和领域。 

第五，对一般儒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儒教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儒教与其他边缘学

科的关系，并且分析其内容，这对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学问的沟通起了一定

的作用，而且对实现学问与现实的结合也非常有益。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继续深

入下去，则无疑会对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方案和理论基础。 

2006 年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儒教研究评价委员会”自成立以

来，便一直对国内外儒教的研究动向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价，现在仍然在进行。

虽然有的分析还不是很全面，但笔者相信，如果这种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则

无疑会提高学问的整体水平，而且也会对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从这一点看，这项评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应该持续推广进行下去。 
（作者系韩国 成均馆大学教授 / 邢丽菊 译） 

投稿日：2008.11.1，审查日：2008.12.15-31，刊载决定日：2009.1.2 

 

 



儒教文化研究第 11 辑 

 

16 

参考文献 

《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儒教学会）。 

《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 

《东西哲学研究》（韩国东西哲学会）。 

《韩国思想与文化》（韩国思想文化学会）。 

《东洋哲学》（韩国东洋哲学会）。 

《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 

《南冥学研究》（庆尚大学校南冥学研究所）。 

《退溪学报》（退溪学研究院）。 

《退溪学与韩国文化》（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院）。 

《东方学志》（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 

《韩国实学研究》（韩国实学学会）。 

《韩国思想史学》（韩国思想史学会）。 

《泛韩哲学》（泛韩哲学会）。 

《哲学研究》（哲学研究会）。 

《哲学思想》（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 

《民族文化研究》（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 



近韩国的儒学研究动向与分析 

 

17 

另附：论文目录（2007 年 10 月—2008 年 9 月） 
 

1.《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儒教学会) [3 月，6 月，9 月，12 月，年 4 回 刊行]  

1-1 郭信焕，《牧隐李穑时中君子论》，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2007.12  

1-2 李相星，《雷溪俞好仁思想的道学考察》，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

2007.12  

1-3 张承姬，《由论语乡党篇来看礼的本质与作用原理》，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2007.12 

1-4 徐坰遥，《韩国儒学的实践学思惟体系》，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

2007.12  

1-5 林泰弘，《檀君神話体现的儒教性》，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0 辑，2007.12  

1-6 朴洪植，《提高生活质量与儒教文化》，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1-7 李曦载，《儒教家礼的吸收与创造性继承》，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

2008.3  

1-8 陈晟秀，《儒教的未来与儒教知识人的作用》，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

2008.3  

1-9 金容载，《传统文化与儒教教育的活性化》，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

2008.3  

1-10 权仁浩，《儒教领导力(leadership)的现代价値》，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1-11 郑圣喜，《对朝鲜道统论的批判性探索—以金宗直为中心》，载《儒教思想研

究》第 31 辑，2008.3  

1-12 金骏泰，《潜谷金堉实用经世思想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

2008.3  

1-13 崔海淑，《一则对心的小考—以朱子的心性论和心统性情论为中心》，载《儒

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1-14 金洛真，《程敏政思想中朱陸和会的特征以及朝鲜性理学者的反应》，载《儒

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1-15 郑在铉，《儒教人伦道德的普遍化可能性 问题》，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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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2008.3  

1-16 李相浩，《儒教生命观的道德教育含意》，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

2008.3  

1-17 权相佑，《关于儒学现代化的试论-儒家经营哲学与企业经營》，载《儒教思想

研究》第 31 辑，2008.3  

1-18 金龙福，《韩国舞蹈结构的易学分析》，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1 辑，2008.3  

1-19 金日焕，《现代社会与儒教的社会德目—以忠恕为中心》，载《儒教思想研

究》第 32 辑，2008.6  

1-20 李基东，《仁文化的源流与东夷的关系》，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

2008.6  

1-21 沈揆夏，《对朱子理气二元论的一元论考察》，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

2008.6  

1-22 崔英成，《黃胤锡实学的特性与象数学的基础》，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1-23 郭信焕，《芦沙奇正镇的儒教仪礼观》，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1-24 张承姬，《孟子的良心论》，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1-25 郑炳硕，《周易与易象》，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1-26 都民宰，《传统社会小学教育与靑少年礼节教育的方向》，载《儒教思想研

究》第 32 辑，2008.6  

1-27 李殷镐，《作为人间主体自觉的诚概念》，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

2008.6  

1-28 金龙福，《舞位四表图的易学分析》，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2 辑，2008.6  

1-29 赵南旭，《休庵白仁杰的巨儒像》，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0 安在淳，《21 世纪韩国与栗谷思想的未来展望》，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1 吴锡源，《尤庵宋时烈的义理思想》，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2 李宗雨，《霞谷郑齐斗良知说中感觉知与德性知的关系及其哲学意义》，载

《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3 辛正根，《中庸中和思想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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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郑在铉，《孟子道德內在主义如何正当化》，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

2008.9  

1-35 安涌镇，《荀子的富国论与租税观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

2008.9  

1-36 崔在穆，《儒学中老的意义和机能》，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7 崔一凡，《从宗教对话的观点来看儒教与佛教》，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33

辑，2008.9  

1-38 蔡夏妍，《作为中国软力量的孔子信息的展开现状及其意义》，载《儒教思想

研究》第 33 辑，2008.9  

 

2.《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 [2 月，5 月，8 月，11 月 年 4 回 刊行]  

2-1 梁一模，《严复的近代性 认识》，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2007.11  

2-2 李喜馥，《丸山真勇的近代化论与脫近代》，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

2007.11  

2-3 刘权钟，《朝鲜时代易学图象历史的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

2007.11  

2-4 郑炳硕，《易传的圣人史观与文明发展》，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

2007.11  

2-5 柳勤声，《孟子道德哲学中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2007.11  

2-6 辛正根，《对气哲学者(中国)偶然性的省察》，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

2007.11  

2-7 金熙，《对养花小录的儒家意义体系的哲学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2007.11  

2-8 林玉均，《王夫之的中庸哲学(2)》，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2 辑，2007.11  

2-9 权相佑，《从儒家 ‘结交关系(礼)’中来看真正的生活》，载《东洋哲学研

究》第 53 辑，2008.2  

2-10 崔英辰，《儒教国家论中统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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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权仁浩，《来庵郑仁弘政治哲学思想与 功业的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2008.2  

2-12 高在锡，《陆九渊讲学活动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2008.2  

2-13 崔一凡，《对阳明学的环境伦理学解释》，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3 辑，

2008.2  

2-14 金贤寿，《白湖尹鑴礼教思想 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2008.5  

2-15 金德均，《星湖李翼开放的孝悌伦理 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

2008.5  

2-16 李天承，《从阴阳感应来看儒教对人与自然的理解》，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2008.5  

2-17 朴礼庆，《作为规范根据的亲亲尊尊的正当化 问题》，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2008.5  

2-18 苏铉盛，《理解周敦颐思想的几点端绪》，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4 辑，

2008.5  

2-19 郑炳硕，《论语与庄子的死亡观》，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2-20 金基柱，《退溪学派与心经附注的问题意识和特征》，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2-21 朴昇熙，《栗谷的社会福祉思想》，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2-22 李承妍，《小学理念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

2008.8  

2-23 崔在穆，《由日帝强占期的杂志来看阳明学 研究的动向》，载《东洋哲学研

究》第 55 辑，2008.8  

2-24 李善庆，《先秦儒家的时中问题》，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2-25 郑龙焕，《儒家的存在论》，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2-26 郑然守，《由动静问题来看朱子思想的特性》，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

2008.8  

2-27 郑址郁，《王心斋的师道论》，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5 辑，2008.8  

 

3.《东西哲学研究》(韩国东西哲学会) [3 月，6 月，9 月，12 月 年 4 回 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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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黃义东，《栗谷理气论的现代意义》，载《东西哲学研究》46 号，2007.12  

3-2 李种晟，《关于醇言经世论的课题与意义》，载《东西哲学研究》46 号，

2007.12  

3-3 南京熙，《荀子的国家权力与言语主体》，载《东西哲学研究》47 号，2008.3  

3-4 闵晃基，《中思想 形成的渊源与历史展开》，载《东西哲学研究》47 号，

2008.3  

3-5 李尚鲜，《由孟子的情感来看诚与心灵境界》，载《东西哲学研究》47 号，

2008.3  

3-6 安銀洙，《尤庵心性论的特征与意义—以未发论为中心》，载《东西哲学研究》

48 号，2008.6  

3-7 朴泳珍，《冯友兰的古典教化思想研究》，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3-8 金贤壽，《宋时烈的礼学思想 研究》，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3-9 吴恒宁，《孝宗、宋时烈以及 正祖的记忆观》，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

2008.6  

3-10 洪正根，《尤庵宋时烈的心体考察》，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3-11 禹景燮，《尤庵宋时烈的浩然之气论》，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3-12 徐大源，《尤庵宋时烈先生理学研究的考察》，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

2008.6  

3-13 赵重憲，《尤庵宋时烈撰书的金石文现状》，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

2008.6  

3-14 宋在国，《儒学中 ‘音乐'的哲学意义》，载《东西哲学研究》48 号，2008.6  

3-15 辛炫承，《郑寅普所认为的中国明末清初知识人形象》，载《东西哲学研究》

48 号，2008.6  

3-16 崔莲子，《由儒家哲学的自然生命观来看生命看护的 理论》，载《东西哲学研

究》49 号，2008.9  

3-17 李演都，《儒学与哲学治疗—以孟子为中心》，载《东西哲学研究》49 号，

2008.9  

3-18 权相佑，《朱熹哲学中环境伦理’理论 定立的 可能性与环境伦理教育》，载

《东西哲学研究》49 号，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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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李烨，《韩国思想的定立以及源流思想探究的必要性》，载《东西哲学研究》

49 号，2008.9  

3-20 黄义东，《花潭、退溪与栗谷理气观的比较研究》，载《东西哲学研究》49

号，2008.9  

 

4.《韩国思想与文化》(韩国思想文化学会) [1 月，3 月，6 月，9 月，12 月 年 5 回 刊行]  

4-1 李相星，《明斋尹拯与德村梁得中的学问 交流考》，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0 辑，2007.12  

4-2 韩宽一，《宋基儒教维新论的研究》，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1 辑，2008.1  

4-3 金益洙，《朝鲜朝儒学者对孔子易学的继承研究》，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1 辑，2008.1  

4-4 李炯性，《对汉文经传教育中明德与昭明德、明明德意义的考察》，载《韩国思

想与文化》第 41 辑，2008.1  

4-5 金忠烈，《直儒宋时烈的时代遭遇、学问思想与政治事业》，载《韩国思想与文

化》第 42 辑，2008.3  

4-6 裵相贤，《宋时烈礼学思想与义理化》，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

2008.3  

4-7 韩基范，《后人对尤庵宋时烈的追崇与评价》，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4-8 池斗焕，《尤庵宋时烈的经世思想》，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4-9 赵骏河，《尤庵宋时烈的主体意识》，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4-10 金益洙，《尤庵宋时烈的直哲学与教育文化》，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4-11 黃义东，《尤庵的性理学与学问》，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2 辑，2008.3  

4-12 池斗焕，《16 世纪的时代课题以及李谷对此的回应》，载《韩国思想与文化》

第 43 辑，2008.6  

4-13 金益洙，《韩中儒学者所继承的孔子的易学思想》，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3 辑，2008.6  

4-14 李炯性，《艮斋田愚实践儒学的志向性考察》，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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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2008.6  

4-15 禹景燮，《尤庵宋时烈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4 辑，

2008.9  

4-16 金益洙，《退溪的孝思想与家族文化的形成》，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4

辑，2008.9  

4-17 张世浩，《敬菴卢景任的学问与思想》，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4 辑，

2008.9  

4-18 李炯性，《玄相允修学期的节义精神与民族意识》，载《韩国思想与文化》第

44 辑，2008.9  

 

5.《东洋哲学》(韩国东洋哲学会) [7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5-1 金哲运，《李齐贤实学的学问观》，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5-2 金太年，《17-18 世纪栗谷学派的四端七情论》，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

2007.12  

5-3 郑然守，《李柬对动静问题的见解》，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5-4 郑相峰，《尤庵对朱子哲学的解释及其特色》，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

2007.12  

5-5 白敏祯，《丁若镛 人性论中‘天命之性’ 的意义》，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5-6 李承焕，《朱子修养论中的性与性向》，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5-7 郭信焕，《知言》，载《东洋哲学》第 28 辑，2007.12  

5-8 李宗雨，《艮斋田愚心性说中性师心弟与心性一理的关系》，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5-9 李英子，《畿湖学派农岩的退栗折衷论》，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5-10 崔英辰，《关于南塘与巍岩未发论辨的再探讨》，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

2008.7  

5-11 南明镇，《立岩闵齐仁的人生与学行》，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5-12 权仁浩，《韩国近现代中西洋伦理思想与实学的相会》，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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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洪性敏，《朱子未发论的特性》，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5-14 金在弘，《关于周易中人间本性的考察》，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5-15 白殷基，《朱子易学中的亨》，载《东洋哲学》第 29 辑，2008.7  

 

6.《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 [7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6-1 李相勋，《王门泰州学派致良知学的义理及其意义》，载《阳明学》19 号，

2007.12  

6-2 宋钟瑞，《贺麟新心学的哲学史意义》，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3 金容载，《陆王心学体系比较》，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4 严连锡，《由心经集义来看郑齐斗心性修养论的特征》，载《阳明学》19 号，

2007.12  

6-5 金哲运，《孔子—由死来看生的希望》，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6 金演宰，《周易九卦德目中体现的忧患的易道与修养论的纲领》，载《阳明学》

19 号，2007.12  

6-7 陈晟秀，《王夫之的错综变易论研究》，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8 崔瑛甲，《儒教丧葬礼中体现的死亡的意义》，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9 金珍熙，《对周易象数时空性的考察》，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10 千炳敦，《霞谷学研究现况分析》，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11 金祐瑩，《朝鲜后期的鬼神论》，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12 柳熙星，《孟子的道德创造论》，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13 李相浩，《从心经附注解释史上来看郑齐斗的心经集议》，载《阳明学》19

号，2007.12  

6-14 金世绪利亚，《由江华学的实学特性来看韩国的女性主体性》，载《阳明学》

20 号，2008.7  

6-15 李恩选，《对韩国儒教的宗教性省察--以朝鲜后期女性性理学者姜静一堂为中

心》，载《阳明学》20 号，2008.7  

6-16 崔在穆，《由金台俊的郑寅普论来看 解放前对郑寅普的评价》，载《阳明学》

20 号，2008.7  

6-17 金德均，《由霞谷郑齐斗阳明学的世界观来看其人际关系论》，载《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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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号，2008.7  

6-18 李相浩，《韩国 近代阳明学的哲学特征—以朴殷植和郑寅普为中心》，载《阳

明学》20 号，2008.7， 

6-19 李庆龙，《朝鲜 中期‘格物物格’ 论辨与霞谷〈大学〉二王融会的 ‘实

学’》，载《阳明学》20 号，2008.7  

6-20 张炳汉，《沈大允〈福利全書〉 一考—以‘天人祸福论’为中心》，载《阳明

学》20 号，2008.7  

6-21 元载渊，《朝鲜后期天主教书籍中的‘良知说’》，载《阳明学》20 号，

2008.7  

6-22 金祐莹，《霞谷郑齐斗的知觉论与 伦理学--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创造性结合》，

载《阳明学》20 号，2008.7  

6-23 郑址郁，《阳明学中的 意—以与良知的关系为中心》，载《阳明学》20 号，

2008.7  

6-24 田炳述，《韩国儒家对生死学的初探》，载《阳明学》20 号，2008.7  

6-25 李银龙，《江华学派与初期基督教研究》，载《阳明学》20 号，2008.7  

 

7.《南冥学研究》(庆尚大学校 南冥学研究所) [6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7-1 金洛真，《乐圃郑琢对程朱学的吸收》，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2 尹晶，《郑仁弘的程朱学 理解—以晦退辨斥为中心》，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3 李昤昊，《东冈金宇顒对朱子学的吸收》，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4 千炳敦，《南冥哲学与‘一本’论》，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5 金俊亨，《卢应奎的义兵活动及思想特性》，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

2007.12  

7-6 崔英成，《南冥曹植对程朱学的吸收》，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7 权镇浩，《寒冈郑逑对程朱学的吸收》，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8 郑羽洛，《由岭南儒学的传统来看卢相稷学问的实践性》，载《南冥学研究》第

24 辑，2007.12  

7-9 李相弼，《沧洲河征的生涯与南冥学派的作用》，载《南冥学研究》第 25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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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  

7-10 郑玄涉，《17 世纪仁祖反正后南冥学派的动向与作用》，载《南冥学研究》第

25 辑，2008.6  

7-11 郑羽洛，《习静斋河应运主静的世界观及其自然形状》，载《南冥学研究》第

25 辑，2008.6  

7-12 李义康，《澹山河祐植的生涯与思想》，载《南冥学研究》第 25 辑，008.6  

7-13 尹寅铉，《由南冥的文学与教育来看实践躬行与因人施教》，载《南冥学研

究》第 25 辑，2008.6  

 

8.《退溪学报》(退溪学研究院) [6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8-1 朴东仁，《乐记人性论中体现的孟荀综合特性》，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

2007.12  

8-2 梁明洙，《退溪的七情论与恶的问题》，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8-3 金基铉，《退溪的敬思想》，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8-4 文锡胤，《退溪集中所记载的栗谷李珥地问目资料研究》，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8-5 李相益，《葛庵李玄逸的理能发论与理气分开论》，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

2007.12  

8-6 白敏祯，《丁若镛修养论的内在一贯性研究》，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

2007.12  

8-7 孙永植，《韩元震理发的否定论证批判》，载《退溪学报》第 122 辑，2007.12  

8-8 梁明洙，《由康德的动机论来看退溪的理发》，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8-9 金容宪，《对退溪学派中旅轩张显光的批判研究》，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8-10 严连锡，《李德弘的互根之理及其修养论意义》，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8-11 丁淳佑，《周世鹏的心图编纂及其思想史意义》，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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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李光虎，《由茶山学来看东西文明的相会》，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

2008.6  

8-13 朴东仁，《董仲舒的人性论》，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  

8-14 李妍承，《清代公羊学研究》，载《退溪学报》第 123 辑，2008.6  

 

9.《退溪学与韩国文化》(庆北大学校 退溪研究所) [2 月，8 月 年 2 回 刊行]  

9-1 薛锡圭，《朝鲜时代岭南的学风与高灵士林的动向》，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

42 号，2008.2  

9-2 孙永植，《对韩元震理发否定方式与观点主义的批判》，载《退溪学与韩国文

化》42 号，2008.2  

9-3 郑羽洛，《试论江岸学与高灵儒学》，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2008.8  

9-4 林宗镇，《对晩求李种杞性理学立场的探讨—与寒洲学派的论辨为 中心》，载

《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2008.8  

9-5 金钟锡，《惺瓦李仁载的儒教改革思想》，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

2008.8  

9-6 付南哲，《郑道传的儒教国家论与周礼》，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

2008.8  

9-7 黃渭周，《首尔京畿地区的退溪门人及其特性》，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2008.8  

9-8 安秉杰，《眉叟许穆与岭南学派》，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2008.8  

9-9 金文植，《星湖李翼的箕子认识》，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2008.8  

9-10 沈庆昊，《退溪与茶山文献学的连续性与差別性》，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

43 号，2008.8  

9-11 刘权钟，《退溪与茶山心性论的比较》，载《退溪学与韩国文化》43 号，

2008.8  

 

10.《东方学志》(延世大学校 国学研究院) [3 月，6 月，9 月，12 月 年 4 回 刊行]  

10-1 白承哲，《声菴柳寿垣的商业观与商业振兴论》，载《东方学志》140 号，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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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白敏祯，《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忠恕论比较》，载《东方学志》140 号，

2007.12  

10-3 韩正吉，《郑寅普阳明学观研究》，载《东方学志》141 号，2008.3  

10-4 黄昞起，《茶山易辞的任意性与易象根本性的哲学意义》，载《东方学志》141

号，2008.3  

10-5 李相益，《大山李象靖的理主气资论—与退栗性理说相对比》，载《东方学

志》142 号，2008.6  

10-6 崔在穆，《郑寅普阳明学的形成》，载《东方学志》143 ，2008.9  

10-7 李相敦，《朱熹修养论中的涵养与体认》，载《东方学志》143 ，2008.9  

 

11.《韩国实学研究》(韩国实学学会) [6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11-1 张炳汉，《浦渚赵翼的中庸 理解》，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2007.12  

11-2 赵诚乙，《浦渚赵翼的改革思想》，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2007.12  

11-3 韩正吉，《浦渚赵翼与阳明学关联性的考察》，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

2007.12  

11-4 咸圭镇，《茶山丁若镛的政论—兼与朱子政论比较》，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2007.12  

11-5 白敏祯，《茶山心性论中道德感情与自由意志的问题》，载《韩国实学研究》

14 号，2007.12  

11-6 权政媛，《顾炎武的日知录与朝鲜后期的考证学》，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2007.12  

11-7 朴性淳，《正祖实学的经世观》，载《韩国实学研究》14 号，2007.12  

 

12.《韩国思想史学》(韩国思想史学会) [6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12-1 薛锡圭，《退溪李滉的理学及政治意义》，载《韩国思想史学》29 号，2007.12  

12-2 朴正心，《对近代‘竞争’原理与‘道德’原理冲撞的研究—以社会进化论与

儒学为中心》，载《韩国思想史学》29 号，2007.12  

12-3 吴二焕，《大北政权 时期的郑仁弘》，载《韩国思想史学》30 号，2008.6  

12-4 崔在穆，《对海岳金光镇阳明学的考察--对韩国近代阳明学在岭南地区展开的



近韩国的儒学研究动向与分析 

 

29 

新探索》，载《韩国思想史学》29 号，2007.12  

 

13.《泛韩哲学》(泛韩哲学会) [3 月，6 月，9 月，12 月 年 4 回 刊行]  

13-1 金学权，《对周易吉凶悔吝的考察》，载《泛韩哲学》47 辑，2007. 12  

13-2 崔莲子，《儒家哲学中看护的伦理 探索》，载《泛韩哲学》48 辑，2008.3  

13-3 林炳学，《系辞上篇 第 1 章与乾坤原理》，载《泛韩哲学》49 辑，2008.6  

13-4 徐英伊，《柳馨远哲学中实理的适用方式》，载《泛韩哲学》49 辑，2008.6  

 

14.《哲学研究》(哲学研究会) [2 月，5 月，8 月，11 月 年 4 回 刊行]  

14-1 李宗雨，《李柬与韩元震论争中对心性的时空间认识》，载《哲学研究》第 79

辑，2007.11  

14-2 崔天植，《郑道传与权近的心论比较研究》，载《哲学研究》第 80 辑，2008.2 

8 

14-3 张元泰，《君子与小人，大体与 小体，人心与道心》，载《哲学研究》第 81

辑，2008.5  

 

15.《哲学思想》(国立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 [2 月，5 月，8 月，11 月 年 4 回 

刊行]  

15-1 赵南浩,，《朱熹的大学章句批判—与经典解释学的方法相关》，载《哲学思

想》27 号，2008.2  

15-2 白敏禎，《对丁若镛政治论中权力正当性的疑问》，载《哲学思想》29 号，

2008.8  

 

16.《民族文化研究》(高丽大学校 民族文化研究所)[6 月，12 月 年 2 回 刊行]  

16-1 张淑必，《河东学派与崇仁学派思想特征与朝鲜性理学者的反应》，载《民族

文化研究》47 卷，2007.12  

16-2 朴鹤来，《畿湖学界对芦沙奇正镇性理说的论争》，载《民族文化研究》48

卷，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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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博士学位论文(2007-2008)  

17-1 姜世淳，《孔子中庸思想的人间学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2  

17-2 具台桓，《崔汉绮运化论的人体观与变通的伦理论》，崇实大学校 博士，2007  

17-3 金英柱，《茶山丁若镛上帝天观研究》，东国大学校 博士，2007.2  

17-4 白敏禎，《关于丁若镛哲学形成与体系的研究》，延世大学校 博士，2007  

17-5 金振宝，《对中国儒家文化历史变迁的哲学省察》，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6 李英子，《畿湖学派对栗谷性理学的吸收与展开》，忠南大学校 博士，2007  

17-7 安涌镇，《孔子的经济伦理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8 李禧承，《退溪与栗谷的心性论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9 金贤寿，《17 世纪朝鲜礼教思想研究-以宋时烈、尹鑴和朴世采为中心》，成均

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10 朴容台，《宋代性理学的近代性与个人研究—以东西比较哲学的方法为中

心》，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11 沈揆夏，《宋代理气论物理学探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12 李龙守，《德川时代前期日本儒学的大学观研究》，延世大学校 博士，2007  

17-13 平晓原，《先秦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经营哲学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

2007  

17-14 宣炳三，《王龙溪哲学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7  

17-15 申季湜，《南冥曺植图说的性理学研究》，大邱韩医大学校 博士，2008  

17-16 蔡锡龙，《崔汉绮社会哲学理论的基础与形成过程--儒教社会规范脱性理学的

再构成》，圆光大学校 博士，2008  

17-17 姜敬林，《晦斋李彦迪哲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校 博士，2008  

17-18 崔泳璇，《中庸天思想研究》，大邱天主教学校 博士，2008  

17-19 李受妍，《退溪艺术哲学研究》，圆光大学校 博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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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ncy and Analysis of Recent Korean 

Confucianism Studying 

(2007.10-2008.9) 
 

 

Oh, Suk Won 
 

This paper is the sentence which had been analyzed the study present situation and 

a result around Confucianism Studying to be performed by Korean scholars for one 

year untill 2008 September from 2007 October. An object paper selected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by the 16 Studies among the registered papers of Korean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it was carried and done around papers related 229 services of total 

studying abroad of the 16 Studies. As a result of having tried to analyze these papers, 

We can conform following several features. First, it is increase quantitative paper 

shroud. Above all, it is to thing by expansions of registered papers increase of 

promotion of a study atmosphere by various financial assistance books such as 

governmental BK assistance and the Korean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each publication 

of scientific groups etc. and we can know it by these causes. Second, these have been 

more concentrated on a research regarding studying abroad Korean Confucianism than 

Chinese Confucianism. Through this, we know that most korean scholars have more 

focused on Korean Confucianism than Chinese Confucianism. Third, the main persons 

of an object studying about Korean Confucianism are Yi Hwang, Yi I, Jo Sik, Song Si 

Yeol, Jeong Je Du and Jeong Yak  Yong etc, and as a philosophy, the doctrines of 

Chu-tz, Wang Yangming and practical science have been centralized. Fourth,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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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is devoted mainly to the Confucianism of before 

Chin-dynasty(BC:221~206) and song-dynasty(AD:960~1279), and th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doctrines of Wang Yangming than study regarding a person. Fifth, 

study researching the whole Confucianism has been tried to be connected with adjacent 

education to group in directions for a modernization of a Confucianism, pulling down a 

wall between educations, much regarding integration a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s 

important, studied as connected to times-tendencies and various  scientific scopes. In 

this manner, if we deepen more it with various subjects and approach to studying 

Confucianism, we can look to put a new seat through a modernization of a 

Confucianism, grope for a future direction, and it may become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e, and we may try to expect it. 

 

Key Words: Korean Confucianism, Chinese Confucianism, the doctrines of Chu-tz, 

the doctrines of Wang Yangming, Studying tendency, Studying 

outcome, Analysis, 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