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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暨目的  

  橋本敬司教授紀念獎學金是為了紀念曾經對中國哲學研究與國際化有所

貢獻，且特別盡力推動臺灣和日本交流的日本廣島大學准教授橋本敬司先

生（1960-2011）而設立，俾繼承且實踐其遺志和理想。 

        本獎學金先以橋本敬司先生的遺孀橋本優香女士所捐給國立臺灣

大學哲學系暨研究所的捐款三十萬日圓為基礎，再加上本系教員佐藤將之

副教授及擁有共有理想的學者和研究生們的捐款約五十萬日圓，總共八十

萬日圓（相當於 24 萬 3 千新台幣）為設立獎學金的基金。 

        本獎學金使用對象為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班與碩士班研究生；使用

目的為提供該研究生前往在日本召開，或雖在臺灣以外的國家或地區舉行，

但由日本的學術機構擔任主辦或合辦單位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所

需要之交通費。本獎學金每學年選出兩名赴日發表的研究生，一次性提供

新臺幣 1 萬 2 千元給每位獲選人。 

        另外，橋本先生生前擁有五千餘本有關中國哲學和東西方思想相關

之藏書，依其遺孀橋本夫人之厚意，其中三千餘本優先捐贈臺灣大學總圖

書館與哲學系圖書室。特記錄於此，以示臺灣大學哲學系全體師生之衷心

感謝。 

2013 年 9 月 1 日 

佐藤將之謹記 

 

 

 



  橋本敬司教授紀念獎學金は、中国哲学の研究と国際化に貢献し、また

この分野における台湾と日本との学術交流にも尽力された広島大学文

学部准教授、故橋本敬司先生（1960－2011）の功績を顕彰し、その遺

志を長らく受け継ぐために、これを奨学金の形として実践していくこと

を主旨として設立されました。 

        本奨学金は、橋本敬司先生が生前親しく学術交流された国立台湾

大学哲学系に、橋本優香夫人の厚意による寄付金 30 万円と本系副教授

佐藤将之ならびに橋本先生と志を同じくする有志による寄付金約 50 万

円を加えた合計約 80 万円（約 24 万 3 千台湾ドル）を元本とし、2013

年度より運用しています。 

        本奨学金は、台湾大学哲学系に在籍する正規の博士課程ならびに

修士課程の大学院生を対象とし、その学生が日本で開催されるか、ある

いは台湾以外の国、地域で日本の学術機関が主催者となっている学術目

的の国際会議に出席し、報告するための交通費補助を主な役割として運

用されます。具体的には、毎年度（一学年度は 8 月 1 日より次の年の 7

月 30 日まで）以上の条件に合致した大学院生を最大二名選抜し、一人

一度の出国あたり 1 万２千台湾ドルの交通費を補助します。 

        本奨学金は、基金約 80 万円の元本から拠出されるので、10 年あ

まりの運用が期待されますが、本奨学金の趣旨に賛同された方のご支援

をお願いしています。 

2013 年 9 月 1 日  

佐藤將之謹んで記す 

  



橋本敬司教授生平 

 

 

      橋本敬司，男，1960 年（昭和 35 年）1 月 7 日，生於日本香川縣。

就讀西南學院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

哲學、印度哲學專攻博士課程後期。其間從 1987 年起留學到廣州中山大

學中文系漢語培訓中心，一年後也上了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1989 年（平

成元年）回日本後，經廣島市立觀音中學校、廣島商船高等專門學校國語

科、山陽女子短期大學、廣島大學留學生中心等，在 1999 年受聘為廣島

大學文學部助教授（後升爲准教授）。橋本教授專攻先秦和宋明哲學，尤

其對戰國諸子以及王陽明的哲學。相關著作共有 35 篇論文（包括書評）。

2011 年 5 月 16 日，因患癌英年永眠，享年 51。 

        以下為由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工藤卓司先生所整理

的橋本敬司教授生前發表過的著作目錄。 

1. 〈陸象山の「心」の立場〉，《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39 集（1987

年 10 月），頁 178-192。 

2. 〈孟子の心と氣──儒家における身體論序說──〉，《哲學（廣島哲學

會）》第 42 集（1990 年 10 月），頁 83-97。 

3. 〈王陽明の生涯──朱子からの自立──〉，《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43 集（1991 年 10 月），頁 139-153。 



4. 〈王陽明の事的世界觀──「格物」解釋を巡って──〉，《中國學論集

（安田女子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第 4 號（1993 年 2 月），頁 24-37。 

5. 〈陸象山の「悟り」の構造〉，《漢文教育（廣島大學漢文教育研究會）》

第 16 號（1993 年 3 月），頁 23-36。 

6. 〈孔子の人間觀と聖化──王陽明の人間理解に向けて──〉，《漢文教

育（廣島大學漢文教育研究會）》第 17 號（1993 年 12 月），頁 82-96。 

7. 〈孟子性善說の可能性と限界〉，《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46 集（1994

年 10 月），頁 111-124。 

8. 〈荀子の「欲」について〉，《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47 集（1995

年 10 月），頁 83-96。 

9. 〈「思う」ことと「学ぶ」こと──孔子の知のダイナミズム──〉，《哲

學（廣島哲學會）》第 48 集（1996 年 10 月），頁 125-139。 

10. 〈孟子の道德的人間創造──他者と共に義に生きる──〉，《廣島大

學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第 7 號（1997 年 3 月），頁 27-39。 

11. 〈孟子の「思い」の哲學〉，《中國學論集（安田女子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會）》第 18 號（1997 年 12 月），頁 34-46。 

12. 〈荘子の遊ぶ身體──グロテスクなカラダの意味──〉，《中國學研

究論集》第 1 號（1998 年 4 月），頁 81-96。 

13. 〈荘子の遊びのトポス──身體、大樹──〉，《中國學論集（安田女

子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第 20 號（1998 年 7 月），頁 50-65。 

14. 〈孔子の禮、孝、仁、樂──三重拘束された身體──〉，《哲學（廣

島哲學會）》第 50 集（1998 年 10 月），頁 109-120。 

15. 〈荘子の胡蝶の夢──物化の構造と意味──〉，《哲學（廣島哲學會）》

第 51 集（1999 年 10 月），頁 61-72。 

16. 〈中國思想における身體──王陽明の身體知──〉，《廣島大學文學

部紀要》第 59 卷（1999 年 12 月），頁 22-41。 

17. 〈荀子の「身體」──性惡說と化性說の戰略──〉，《哲學（廣島哲

學會）》第 52 集（2000 年 10 月），頁 77-88。 

18. 〈戰略としての言說《老子》〉，《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60 卷

（2000 年 12 月），頁 21-40。 

19. 〈荀子の戰略としての禮治システム〉，《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53 集（2001 年 10 月），頁 143-156。 

20. 〈《老子》の道と身體──言分けから身分けへ──〉，《廣島大學文

學研究科紀要》第 61 卷（2001 年 12 月），頁 9-29。 

21. 〈「孟子物語」批判〉，《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54 集（2002 年

10 月），頁 137-150。 

22. 〈《韓非子》の言語戰略〉，《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2 卷特輯號 2（2002 年 12 月），全 70 頁。 



23. 〈〔Book Review〕しなやかに生きるために──串田久治《儒教の知

惠──矛盾の中に生きる》〉，《東方（東方書店）》第 270 號（2003 年

8 月），頁 20-23。 

24. 〈《荘子》研究への前哨〉，《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4 卷特輯號 2（2004 年 12 月），全 70 頁。 

25. 〈記號化される孔子〉，《哲學（廣島哲學會）》第 58 集（2006 年

10 月），頁 137-150。 

26. 〈《莊子》の巵言研究──ポリフォニーと沈黙〉，《廣島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6 卷特輯號 2（2006 年 12 月），全 70 頁。 

27. 〈《荀子》的愛和利的交流〉，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編：《儒學

評論》第 3 輯（2007 年 10 月），頁 101-119。 

28. 〈《莊子》の孔子寓言研究──物語論的アプローチ──〉，《廣島大

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7 卷特輯號（2007 年 12 月），全 68 頁。 

29. 〈荀子的經濟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編：《儒學評論》第

4 輯（2008 年 10 月），頁 83-99。 

30. 〈阮籍の天と空間〉，《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8 卷

（2008 年 12 月），頁 11-32。 

31. 〈「遇不遇」考──天から時へ──〉，《中國研究集刊》第 48 號（2009

年 6 月），頁 75-95。 

32. 〈荀子之仁愛思想的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編：《儒學評

論》第 5 輯（2009 年 10 月），頁 124-135。 

33. 〈明治以降の《荀子》研究史──性說、天人論──〉，《廣島大學大

學院文學研究科論集》第 69 卷特輯號（2009 年 12 月），全 67 頁。 

34. 〈道の思想〉，湯淺邦弘編：《概說中國思想史》（東京：ミネルヴ

ァ書房，2010 年 10 月），頁 226-244。 

35. 〈《荀子》思想研究──天人論と性說〉，《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

科論集》第 70 卷特輯號（2010 年 10 月），全 70 頁。 

        他是從身體論、語言戰略、敘事論等的哲學性觀點而研究中國思想，

因而其論述在日本大放異彩，近年漸漸得到日本學界的認同，亦受到海外

學者、學界的矚目。中途為病故去，非常遺憾。 

        除此之外，因於他曾從事過留學生中心的工作，而另有十一篇日本

文學、日文教育方面的著作： 

1. 《感じる漢字》（東廣島：廣島大學留學生中心，1995 年 12 月）。 

2. （共著）平澤洋一編：《認知文論》（東京：おうふう，《日本語教育

學シリーズ》第 5 卷，2001 年 5 月）。 

3. 〈芭蕉の「風」を巡って〉，《表現研究》第 58 號（1993 年 9 月），

頁 42-49。 



4. 〈「日本事情」考〉，《廣島大學留學生センター紀要》第 4 號（1994

年 2 月），頁 65-80。 

5.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日本事情」──初級日本語教材に見られる「日

本事情」──〉，《留學生日本語教育（廣島大學留學生中心）》第 6 號

（1994 年 3 月），頁 41-56。 

6. 〈漢字教育研究──日本事情としての漢字──〉，《廣島大學留學生セ

ンター紀要》第 5 號（1995 年 2 月），頁 35-51。 

7. 〈日本語中級における「日本事情」──「なんですか」から「なぜで

すか」への移行、轉換──〉，《留學生日本語教育（廣島大學留學生中心）》

第 7 號（1995 年 3 月），頁 17-29。 

8. 〈オノマトペの力──詩語としてのオノマトペ──〉，《表現研究》第

62 號（1995 年 9 月），頁 92-100。 

9. 〈オノマトペ研究への前哨〉，《廣島大學留學生センター紀要》第 6

號（1996 年 3 月），頁 27-41。 

10. 〈專門用語學習のための CAI 教材開発〉，《留學生教育（廣島大學

留學生中心）》第 1 號（1997 年 3 月），頁 35-47。 

11. 〈創造する日本事情〉，《廣島大學留學生センター紀要》第 8 號（1998

年 3 月），頁 25-37。 

        另有四篇與中國語教育、中文有關的著作（包括翻譯、中文學習書）： 

1. （中譯）《日本の生活──中國歸國者のための手引──》（廣島：廣島

縣，1992 年 3 月）。 

2. （共著、中文學習書）《從早到晚》（東京：好文出版，1992 年 4 月）。 

3. （共著、中文學習書）《慢慢學習》（東京：好文出版，1995 年 4 月）。 

4. 市瀨信子、橋本敬司、花房卓爾：《中國語基礎コース》（東京：好文

出版，2000 年 4 月）。 

  



獎學金實施辦法 

「橋本敬司教授紀念獎學金」實施辦法 

102年 6月 10日 101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10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19日第 278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獎學金設置緣由 

為紀念日本廣島大學准教授橋本敬司先生與獎勵臺灣大學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研究生持續進行臺日間的哲學學術交流，特設立「橋本敬司教授紀念獎學金」（以

下簡稱本獎學金）。 

二、獎學金申請條件 

（一）本獎學金提供對象為本系博士班以及碩士班在學學生。 

（二）本獎學金補助上述對象參加在日本舉行、或由日本之學術機構主辦或合辦

而在臺灣以外地區舉行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交通費。 

（三）補助對象需發表論文。 

三、獎學金申請名額與金額 

（一）名額：每學年 1~2名。 

（二）金額：每位上限新臺幣 12,000元。 

四、獎學金申請程序 

（一）本獎學金於每學年度開學時，公告於本系網頁開始申請。申請年度應以申

請者所參加之國際研討會舉辦日期為準。 

（二）申請者須先得到本系一位專任教師之推薦，再向本系系辦公室遞交下列文

件： 

1、申請表一份。 

2、會議邀請函影本一份。 

3、論文之主題和摘要（三百字左右）一份。 

 

（三）申請人在出國日期之前不及收到邀請函，則由推薦教師出具保證書，保  證

該申請人確實以發表人身分受邀參加會議。 

（四）申請人於會議結束歸國後，須向本系系辦公室提交所發表之論文和會議議

程，經確認資料完整後核發本獎學金。 

（五）申請者不得以同案重複獲得其他單位之補助，惟特定為食宿方面的補助者

不在此限。 

（六）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捐款人名單 

捐款人名單（到 2013 年 8 月 31 日為止） 

青山大介 

池田秀三 

池田恭哉 

市来津由彦 

大形徹 

加地伸行 

串田久治 

工藤卓司 

佐藤將之 

城山陽宣 

末永高康 

菅本大二 

竹田健二 

鄭宰相 

二ノ宮聡 

橋本昭典 

橋元純也 

本多道隆 

前原あやの 

松井真希子 

矢羽野隆男 

山田明廣 

湯淺邦弘 

無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