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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著作目錄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221-229

子安宣邦著作目錄

KOYASU Nobukuni: A Bibliography

林封良、林郁曄 整理
Feng-Liang Lin and Yu-Yeh Lin

孫軍悅 翻譯
Jun-Yue Sun

I. 主要著作

一、中文部分

（一）著作翻譯

1.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1994。《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東亞文明研究叢書12，台北：台
灣大學出版中心。

2.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3. 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譯。2007。《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北京：三聯書店。

（二）台灣期刊譯文部分

1. 子安宣邦著，陳靜慧譯。2001。〈伊藤仁齋與「人文時代」的《論語》解—以「知天命」
說為主軸〉，刊於《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4期，頁1-18。

2. 子安宣邦。2001。〈“世界史”和日本近代的觀點〉，刊於《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頁
243-248。

3. 子安宣邦著，朱秋而譯。2002。〈作為事件的徂徠學：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刊於《臺大
歷史學報》第29期，頁181-187。

4.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2003。〈日本祭政一致的國家理念與其成立過程—以《易．觀．
彖辭》「聖人以神道設教」為主的討論〉，刊於《清華學報》新33卷2期，頁365-376。

5.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2004。〈仁齋古義學與激進主義〉，刊於《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
刊》第1卷第1期（總第1期），頁133-144。

6.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2004。〈先王之道禮樂馬爾—關於徂徠的禮樂論〉，刊於《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14卷第4期，頁45-58。

7. 子安宣邦。2006。〈朱子学と近代日本の形成—東亜朱子学の同調と異趣〉，刊於《台灣東
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1期（總第5期），頁81-96。

8.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2007。〈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讀〉，刊於《文化研究》第5
期，頁208-235。

（三）中國期刊譯文部分

1.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2004。〈日本近代的東亞敘事〉、〈日本現代知識考古學〉，刊於
《視界—日本現代思想専輯》第14輯，李陀、陳燕谷主編。

2.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2005。〈竹内好問題試論〉，刊於《書城》2005年10月號，李二民
編。

3.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2005。〈兩個六十年與日中關係〉，刊於《讀書》2005年10月號，
汪暉、黄平主編。

4. 子安宣邦等。2006。〈如何看待20世紀？〉，刊於《讀書》2006年2月號。

子安宣邦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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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文部分

（一）單行本

1. 《宣長と篤胤の世界》（宣長與篤胤的世界），中公叢書，1977年6月刊。絕版。（後與
其他有關篤胤的論文合為一冊，書名為《平田篤胤的世界》，由ぺりかん社重刊）

2. 《伊藤仁齋—人倫的世界の思想》（伊藤仁齋—人倫世界的思想），東大出版會，1982年5
月刊。絕版。（本書經修改補充後作為學位論文《伊藤仁齋研究》，收錄於大阪大學文學部
紀要第26卷。增訂版《伊藤仁齋的世界》由ぺりかん社重刊） 

3. 《「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学》（作為「事件」的徂徠學），青土社版，1990年4月刊。絕版。
（後收錄於筑摩學藝文庫，由筑摩書房重刊）

4. 《鬼神論—儒家知識人のディスクール》（鬼神論—儒家知識分子的言說），福武書店，
1992年4月刊。絕版。（後改名為《新版鬼神論》，由白澤社重刊） 

5. 《本居宣長》，岩波新書，1992年5月刊。絕版。（後又補入一章，增訂版收錄於岩波現代文
庫）

6. 《「宣長問題」とは何か》（什麼是「宣長問題」），青土社，1995年11月刊。（收錄於筑
摩學藝文庫，由筑摩書房重刊）

7. 《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ー》（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知識人），岩波書店，1996
年4月刊。絕版。（增訂版改名為《日本近代思想批判》，收錄於岩波現代文庫）

8. 《江戸思想史講義》，岩波書店，1998年6月刊。2000年9月第4刷發行。 

9. 《方法としての江戸》（作為方法的江戶），ぺりかん社，2000年5月刊。 

10. 《「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学》（作為「事件」的徂徠學），筑摩學藝文庫，筑摩書房，2000年
8月刊。 

11. 《「宣長問題」とは何か》（什麼是「宣長問題」），筑摩學藝文庫，筑摩書房，2000年12月刊。 

12. 《本居宣長》，岩波現代文庫，岩波書店，2001年7月刊。 

13. 《平田篤胤の世界》（平田篤胤的世界），ぺりかん社，2001年10月刊。 

14. 《新版鬼神論》，白澤社發行，現代書館發售，2002年11月刊。  

15. 《「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亞細亞」是如何被論述的—近代日本的東方主
義），藤原書店，2003年4月刊。 

16. 《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岩波書店，2003年5月刊。 

17. 《日本近代思想批判》，岩波現代文庫，岩波書店，2003年10月刊。 

18. 《国家と祭祀—国家神道の現在》（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青土社，2004年7月
刊。 

19. 《伊藤仁斎の世界》（伊藤仁齋的世界），ぺりかん社，2004年7月刊。 

20. 《東亜・大東亜・東アジア—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亞．大東亞．新東亞—近
代日本的東方主義）韓國語版，李承妍譯，歴史批評社，首爾，2005年2月刊。 

21. 《福沢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読》（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讀），岩波現代文庫，
2005年4月刊。 

22. 《日本の靖国・靖国の日本—靖国神社と国家神道》（日本的靖國、靖國的日本—靖國神
社與國家神道），韓國語版，金錫根譯，山海圖書出版社，首爾，2005年4月刊。

23. 《本居宣長とは誰か》（誰是本居宣長），平凡社新書，2005年10月刊。 

24. 《鬼神論》，韓國語版，李承妍譯，歴史批評社，首爾，2006年6月刊。 

25. 《宣長学講義》（宣長學講義），岩波書店，2006年11月刊。 

26. 《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日本民族主義解讀），白澤社，2007年3月刊。 

27. 《日本近代思想批判》，韓國語版，金錫根譯，歴史批評社，首爾，2007年4月刊。 

28. 《歴史の共有体としての東アジア—日露戦争と日韓の歴史認識》（作為歷史共有體的東亞—
日俄戰爭與日韓的歷史認識），與崔文衡氏共著，藤原書店，2007年6月刊。 

29. 《文明論之概略・精読》（文明論之概略．精讀），韓國語版，金錫根譯，歴史批評社，首
爾，2007年10月刊。

30. 《「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青土社，2008年5月刊。



223

31. 《徂徠学講義》（徂徠學講義），岩波書店，2008年7月刊。

32. 《昭和とは何であったか—反哲学的読書論》（昭和是什麼—反哲學的讀書論），藤原書店
，2008年7月刊。

（二）監譯

 テツオ・ナジタ《懐徳堂—18世紀日本の「徳」の諸相》（懷德堂—18世紀日本的「德」），岩
波書店，1992年6月刊。

（三）監修

 《日本思想史辞典》（日本思想史辭典），ぺりかん社，2001年6月刊。

（四）共編著

1. 《日本思想史読本》（日本思想史讀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9年7月刊。

2. 《思想としての20世紀》（思想史的20世紀，子安宣邦〈一国民俗学の成立〉〔一國民俗學的
成立〕），「岩波講座・現代思想」第1巻，岩波書店，1992年5月刊。 

3. 《反西欧の思想》（反西歐的思想，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認識〉〔近代知識與中國認
識〕、〈日本の近代と近代化論〉〔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論〕），「岩波講座・現代思想」
第15巻，岩波書店，1994年11月刊。 

4. 《多言語主義とは何か》（什麼是語言多元化，子安〈「國際語・日本語」批判〉），藤原
書店，1997年5月刊。　 

5. 《岩波哲学思想事典》（岩波哲學思想事典），岩波書店，1998年3月刊。 

6. 《ブックガイド・日本の思想》（讀書指南、日本的思想），青土社，2005年6月刊。 

（五）校注・解説

1. 平田篤胤，《霊の真柱》（靈的真柱），岩波文庫，1998年11月刊。 

2. 平田篤胤，《仙境異聞・勝五郎再生記聞》，岩波文庫，2000年1月刊。 

3. 本居宣長，《排蘆小船・石上私淑言》，岩波文庫，2003年3月刊。 

（六）責任編集

 《江戸の思想》（江戶的思想）全10巻，ぺりかん社，1995年6月～1999年。

 卷1〈救済と信仰〉（救濟與信仰）

 卷2〈言語論の位相〉（言語論的位相）

 卷3〈儒教とは何か〉（什麼是儒教）

 卷4〈国家（自己）像の形成〉（國家〔自畫〕像的形成） 

 卷5〈読書の社会史〉（讀書的社會史） 

 卷6〈身体／女性論〉 （身體／女性論）

 卷7〈思想史の19世紀〉 （思想史的19世紀）

 卷8〈歴史の表象〉（歷史的表象） 

 卷9〈空間の表象〉（空間的表象） 

 卷10〈方法としての江戸〉（作為方法的江戶） 

（七）雜誌：連載・執筆計畫

A、〈「近代の超克」論—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批判〉（「近代的超克」論—昭和意識形態批判），連
載於雜誌《現代思想》。

1. 〈「近代の超克」論の序章—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批判〉（「近代的超克」論序章—昭和意
識形態批判），2007年4月號。

2. 〈なぜ「近代」とその超克なのか—「近代の超克」と三つの座談会〉（為什麼是「近代」和
「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與三個座談會），2007年5月號。

3. 〈事変の現実と理論との間—座談会「大陸政策十年の検討」〉（在事變的現實與理論之
間—「大陸政策十年之探討」座談會），2007年6月號。

子安宣邦著作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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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史の哲学」の時—座談会「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世界史的哲學」前後—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2007年7月號。

5. 〈詩は世界秩序を変革する—日本浪漫派と文学的叛乱〉（用詩來變革世界秩序—日本浪
漫派與文學的叛亂），2007年8月號。

6. 〈東亜と「日本的平和」の構想—帝国の冀求は東亜永遠の安定にあり〉（東亞與「日本式和
平」的構想—帝國冀求東亞永遠安定），2007年9月號。

7. 〈宣戦になぜかくも感動したか—「支那事変」と「大東亜戦争」との間〉（宣戰為何如此感
動—從「支那事變」到「大東亞戰爭」），2007年10月號。

8. 〈たとえ戦争が無償に終っても—保田與重郎の戦時と戦後〉（即使戰爭無償終結—保田與
重郎的戰中與戰後），2007年11月號。

9. 〈「ドレイ論」的日本近代批判—竹内好と二つの魯迅〉（日本近代批判與「奴才論」的觀
點—竹內好與兩個魯迅），2007年12月號。

10. 〈「近代の超克」と戦争の二重性—竹内好と「永久戦争の理念」〉（「近代的超克」與戰爭的二
重性—竹內好與「永久戰爭」的理念），2008年1月號。

11. 〈アジア主義という近代日本の対抗軸—日本近代史と戦争の二重性〉（近代日本對抗軸—
亞細亞主義：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2008年2月號。

12. 〈アジアによる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をめぐって〉（何謂用亞洲來超
克近代—關於「作為方法的亞洲」），2008年2月號。

 「近代的超克」共12篇，已連載完畢。單行本《「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
由青土社於2008年5月下旬出版。

B、〈反哲学的読書論〉（反哲學的讀書論），《環》（藤原書店刊）連載。

 有的書，彷彿是和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出乎意料卻獲益匪淺；有的書，雖是孜孜以求，讀過
以後卻一片茫然，不得不去苦思冥想文字的內涵。這裡收錄的便是這些書的閱讀紀錄。這不
是一部讀者與著者之間內省的對話，也和所謂與著者必然相遇的「哲學的」閱讀不同，而是
一部「反哲學的」閱讀紀錄和讀書論。

1. 火野葦平《陸軍》

2. 石和鷹《地獄は一定すみかぞかし—小説暁烏敏》（一定住地獄—小說曉烏敏）

3. 《小学国語読本》（小學國語讀本）巻11

4.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朝鮮王朝末期の国母》（閔妃暗殺—朝鮮王朝末期的國母）

5. 《文藝春秋》昭和十三年新年號

6. 清水安三《朝陽門外》

7. 上原専禄《死者・生者—日蓮認識への発想と視点》（死者、生者—理解日蓮的方法與視
角）

8. 《五拾年後の太平洋》（五十年後的太平洋），大阪毎日新聞社

9. 〈田辺元《種の論理の弁証法》〉（田邊元《種的邏輯的辨證法》）

10. 橘樸〈国体論序説〉（國體論序說）

11. 《沖縄修学旅行》（沖繩修學旅行）

 單行本由藤原書店於2008年7月出版。

C、聯盟21．「日本民族主義解讀」學術思想講座

1. 〈日本の固有性と他者の認識〉（日本的固有性與對他者的認識）

2. 〈固有語「日本語」の理念とその創出〉（日本固有的語言「日語」的理念及其發明）

3. 〈祭祀国家日本の理念とその成立—危機の政治神学・水戸学〉（祭祀國家日本的理念及其
成立—危機的政治神學．水戶學）

4. 〈国体論の文明論的解体—福澤『文明論之概略』と国体論批判〉（文明論對國體論的解
構—福澤《文明論之概略》與國體論批判）

5. 〈道徳主義的国家とその批判—福澤「智徳論」の解読〉（道德主義國家及其批判—對福
澤〈智德論〉的解讀）

6. 〈「日本民族」概念の成立〉（「日本民族」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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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族国家」の倫理学的形成—その1〉（「民族國家」在倫理學上的形成 (1)）

8. 〈「民族国家」の倫理学的形成—その2〉（「民族國家」在倫理學上的形成 (2)）

9. 〈哲学というナショナリズム—「種」の論理と国家のオントロジ〉（作為民族主義的哲學—
「種」的邏輯和國家本體論）

10. 〈東洋民族協和と国体論—橘樸「国体論序説」〉（東洋民族協和與國體論—橘樸「國体
論序説」)

 《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日本民族主義解讀）由白澤社於2007年3月出版。

（八）論文執筆（2000～08年）

2008年

1. 〈「近代の超克」と戦争の二重性—竹内好と「永久戦争」の理念〉（「近代的超克」與戰爭的
二重性—竹內好與「永久戰爭」的理念），《現代思想》，1月號。 

2. 〈アジア主義という近代日本の対抗軸—日本近代史と戦争の二重性〉（近代日本對抗軸—
亞細亞主義：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現代思想》，2月號。  

3. 〈アジアによる超克とは何か—「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をめぐって〉（何謂用亞洲來超克近
代—關於「作為方法的亞洲」），《現代思想》，2月號。　　　　 

2007年

1. 〈哲学というナショナリズム—「種」の論理と国家のオントロジ〉（作為民族主義的哲學—
「種」的邏輯和國家本體論），《アソシエ》（聯盟）18號，2007年2月刊。  

2. 〈反哲学的読書論・橘樸「国体論序説」〉（反哲學的讀書論、橘樸「國體論序說」），
《環》28號，2007年3月刊。 

3. 〈「近代の超克」論の序章—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批判〉（「近代的超克」論序章—昭和意識
形態批判），《現代思想》4月號，2007年4月刊。 

4. 〈なぜ「近代」とその超克なのか—「近代の超克」と三つの座談会〉（為什麼是「近代」和
「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與三個座談會），《現代思想》5月號，2007年5月刊。 

5. 〈事変の現実と理論との間—座談会「大陸政策十年の検討」〉（在事變的現實與理論之
間—「大陸政策十年之探討」座談會），《現代思想》6月號，2007年6月刊。 

6. 〈東亜と「日本的平和」の構想—帝国の冀求は東亜永遠の安定にあり〉（東亞與「日本式和平」
的構想—帝國冀求東亞永遠安定），《現代思想》9月號，2007年9月刊。  

7. 〈宣戦になぜかくも感動したか—「支那事変」と「大東亜戦争」との間〉（宣戰為何如此感
動—從「支那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現代思想》10月號，2007年10月刊。  

8. 〈たとえ戦争が無償に終っても—保田與重郎の戦時と戦後〉（即使戰爭無償終結—保田與
重郎的戰中與戰後），《現代思想》11月號，2007年11月刊。 

9. 〈「ドレイ論」的日本近代批判—竹内好と二つの魯迅〉（日本近代批判與「奴才論」的觀
點—竹內好與兩個魯迅），《現代思想》12月號，2007年12月刊。  

2006年

1. 〈定信と寛政改革の思想的射程〉（定信與寬政改革的思想射程），《文學》第7卷第1期，
1、2月號，岩波書店，2006年1月26日。  

2. 〈朝陽門外は我が墳墓の地—清水安三《朝陽門外》〉（朝陽門外是我的墓地—清水安三
《朝陽門外》），《環》24號，藤原書店，2006年1月30日。 

3. 〈無道の邦の治者は「心」をいう—靖国と教育と〉（無道之邦的治者談「心」—靖國與教
育），《現代思想》4月號，2006年4月1日。 

4. 〈死者に対する真実の回向—上原専祿《死者・生者》—日蓮認識への發想と視点〉（對死者
的真實的回向—上原専祿《死者・生者》—理解日蓮的方法與視角），《環》25號，藤
原書店，2006年5月20日。  

5. 〈「日本民族」概念のアルケオロジー—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日本民族」概念的
考古學—日本民族主義解讀），聯盟21，2006年5月25日刊。 

6. 〈太平洋よ心地よく眠れ—大阪毎日新聞懸賞論文集《五十年後の太平洋》〉（安息吧，太平
洋—大阪每日新聞懸賞論文集《五十年後的太平洋》），《環》26號，藤原書店，2006年8
月30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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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と囲い込まれた霊魂—鬼神論の視点から〉（國家與囚困的靈魂—從鬼神論的角度談起
），《比較日本文化研究》10號，比較日本文化研究会，2006年9月30日刊。

8. 〈物の哀れを知るより外なし—物語享受者の文学論〉（唯有物哀—物語享受者的文學論）
，《季刊日本思想史》69號，「國學論的地平」特集，鵜鶘社，2006年10月20日刊。 

9. 〈「種の論理」・国家のオントロジー—田辺元《種の論理の弁証法》〉（「種的邏輯」．國
家本體論—田邊元《種的邏輯的辨證法》），《環》27號，藤原書店，2006年11月30日刊。

2005年

1. 〈近代に反覆される親鸞—石和鷹『地獄は一定すみかぞかし』〉（親鸞於近代的重現—石
和鷹『一定住地獄』），《環》20號，藤原書店，2005年1月。  

2. 〈国民的物語「松阪の一夜」の成立—文部省《小学国語読本・巻十一》〉（國民物語「松
阪的一夜」的成立—文部省《小学国語讀本・巻十一》），《環》21號，藤原書店，2005
年4月。  

3. 〈独島問題への旅〉（獨島問題之旅），《現代思想》6月號，青土社，2005年6月發行。 

4. 〈《語孟字義》—《論語》による儒家概念の再生〉（《語孟字義》—《論語》與儒家概念
的復活），《現代思想》6月臨時増刊「ブックガイド・日本の思想」（讀書指南．日本的思想
），青土社，2005年6月15日。  

5. 〈《古事記伝》—《古事記》の新たな「神典」化〉（《古事記傳》—《古事記》的新
「神典」化），臨時增刊「ブックガイド・日本の思想」（讀書指南．日本的思想），青土社
，2005年6月15日。 

6. 〈「閔妃問題」とは何か—角田房子《閔妃暗殺》〉（什麼是「閺妃問題」—角田房子
《閺妃暗殺》），《環》22號，藤原書店，2005年7月20日刊。 

7. 〈「靖国問題」とは何か—わなにはまってはならない〉（什麼是「靖國問題」—切勿落入
圈套），《現代思想》8月號，青土社，2005年8月1日刊。 

8. 〈「教育」の成立と「学び」の喪失〉（「教育」的成立與「學習」的喪失），《演劇》020
號，演劇人會議，2005年8月15日刊。 

9. 〈「支那事変」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文藝春秋》昭和十三年新年號〉（什麼是「支那事
變」—《文藝春秋》昭和十三年新年號），《環》23號，藤原書店，2005年10月20日刊。 

10. 〈「日本」の成立と「韓」の消失〉（「日本」的成立與「韓」的消失），《環》23號，藤
原書店，2005年10月20日刊。 

2004年

1. 〈「国家神道」という遺産—近代神社神道史の言説〉（遺產「國家神道」—近代神社神道
史的言說），《現代思想》2月號，青土社，2004年2月1日。 

2. 〈神道と近代宗教学—神道は国民的宗教なり〉（神道與近代宗教學—神道，國民之宗教也
），《現代思想》3月號，青土社，2004年3月1日。 

3. “Selbstbiographische Betrachtungen im Werke Norinagas”（本居宣長における自伝的なもの，關
於本居宣長的自傳性資料），論文發表於「東洋的傳記．自傳．肖像畫．自畫像」學術研討
會，德國惠光日本文化中心，2004年3月24日。 

4. 〈戦う国家と祀る国家—国家の連続性と祀り〉（戰爭國家和祭祀國家—祭祀與國家的連續
性），《現代思想》4月號，青土社，2004年4月1日。 

5. 〈祭祀的国家日本の理念とその成立—易・彖伝「聖人以神道設教」をめぐって〉（祭祀國
家日本的理念及其成立—關於易・彖伝「聖人以神道設教」），台灣清華大學紀要論文，
2004年4月執筆。 

6. 〈宣長における自伝的なもの〉（關於宣長的自傳性資料），《思想》6月號，岩波書店，
2004年6月1日。 

7. 〈近代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儒教〉（儒教與近代日本國家的形成），演講於「儒教與東亞世
界」國際研討會，關西大學，2004年9月17日講演。 

8. 〈黙って兵隊であるものの文学—火野葦平《陸軍》〉（一個沈默的士兵的文學—火野葦平
《陸軍》），《環》19號，藤原書店，2004年10月。 

9. 〈「東アジア」という可能性〉（「東亞」的可能性），《季刊東北學》第1號，柏書房，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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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 〈近代中国と日本と孔子教—孔教国教化問題と中国認識〉（近代中國與日本與孔子教—孔
教國教化問題與中國認識），《環》12號，藤原書店，2003年1月30日。 

2. 〈だれが維新を語るのか〉（維新的敘述者），《環》13號，藤原書店，2003年5月發行。 

3. 〈言語論的日本論の批判—漢字論の視点から〉（對語言學式日本論的批判—從漢字論的
角度出發），《ユリイカ》臨時増刊特集「日本語論」，2003年5月。 

4. 〈国家神道の現在〉（國家神道的現在），連載「國家與祭祀」1，《現代思想》7月號，青
土社，2003年7月1日。 

5. 〈哲学的読書から反哲学的読書へ〉（從哲學性的閱讀到反哲學性的閱讀），《環》14號，
藤原書店，2003年7月18日。 

6. 〈天祖概念の再構築—《新論》と危機の政治神学・その1〉（天祖概念的重構—《新論》
與危機的政治神學 (1)），連載「國家與祭祀」2，《現代思想》8月號，青土社，2003年8月1
日。 

7. 〈祭祀的国家の理念—《新論》と危機の政治神学・その2〉（祭祀國家的理念—《新論》
與危機的政治神學 (2)），連載「国家與祭祀」3，《現代思想》9月號，青土社，2003年9月1
日。

8. 〈近代国家成立と宗教—世俗主義的近代化と宗教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國家成立與宗
教—世俗主義近代化和宗教民族主義），連載「国家與祭祀」4，《現代思想》10月號，青
土社，2003年10月1日。 

9. 〈アジア認識の問題—漢字論の視点から〉（關於如何認識亞洲的問題—從漢字論的視角出
發），《情況》10月號，情況出版，2003年10月1日。 

10. 〈二つの世俗的国家の間—国家神道の生起する場〉（在兩個世俗國家之間—國家神道發
生的場域），《現代思想》11月號，青土社，2003年11月1日。 

11. 〈近世儒学と解釈の革新—仁斎古義学とラジカリズム〉（近世儒學與解釋的革新—仁齋古
義學和激進主義），論文發表於「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學術研討會，台湾，中央研究院
中文哲研究所，2003年11月14日。 

12. 〈沈黙する鬼神と生者の饒舌—靖国の現在〉（沈默的鬼神與生者的饒舌—靖國的現在）
，《現代思想》12月號，青土社，2003年12月1日。 

13. 〈《論語》から読むこと—仁斎古義学とラジカリズム〉（從《論語》讀起—仁齋古義學和
激進主義），《國文學》，「柄谷行人的哲學」特集，1月號，學燈社，2004年1月1日。 

14. 〈再帰する始源の呪縛—伊勢神宮の現在〉（始源束縛的回歸—伊勢神宮的現在），《現
代思想》1月號，青土社，2004年1月1日。

2002年

1. 〈日本一国文明史の夢想—『国民の歴史』をめぐって〉（日本一國文明史的夢想——關於
《國民的歷史》），關於東洋4，《環》8號，藤原書店，2002年1月30日。 

2. 〈漢字と「国語の事実」—時枝言語過程説の成立〉（漢字和「國語的事實」—時枝言語
過程説的成立），《批評空間》Ⅲ -3號，2002年4月1日。 

3. 〈いま宣長を回想すること〉（今天回想宣長），《文》67號，知性社，2002年4月1日。 

4. 〈大いなる他者—近代日本の中国像〉（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關於東洋5，
《環》9號，藤原書店，2002年4月30日。 

5. 〈人が「老い」を語るとき〉（人在談「老」的時候），《識見交流》第1號，済民日報社，
創元社發售，2002年6月30日。 

6. 〈何が問題か—廣松・「東亜新体制」發言をめぐって〉（問題在哪裡—關於廣松「東亞新
體制」的發言），《情況》7月號，情況出版，2002年7月1日。 

7. 〈東亜概念と儒学〉（東亞概念與儒學），關於東洋6，《環》10號，藤原書店，2002年7月30日。 

8. 〈宣長「古道学」の成立〉（宣長「古道學」的成立），《國文學—解釋與鑑賞》9月號，
至文堂，2002年9月1日。 

9. 〈20世紀の「現場」と生きつづけるものの証言—《小田実評論撰》全4巻の告げること〉（20
世紀的「現場」和生者的證言—《小田實評論撰》全四卷的啟示），《筑摩》9月號，筑摩
書房，200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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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つの孔子教—孔教国教化論と日本の波紋〉（兩種孔子教—孔教國教化論及其對日本的
影響），發表於第3回台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9月28日，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11. 〈「一国民俗学」批判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何為「一國民俗學」批判），《理戰》71號，
實踐社，2002年12月20日。 

2001年

1. 〈昭和日本と「東亜」の概念〉（昭和日本與「東亞」的概念），東亞學國際學術會議演講
原稿，關於東洋2，《環》5號，藤原書店，2001年4月。 

2. 〈他者受容と内部の形成—漢文訓読のイデオロギー〉（他者的接受與內部的形成—漢文訓
讀的意識形態），《思想》927號，2001年8月。 

3. 〈東洋的社会の認識〉（東洋社會的認識），關於東洋3，《環》7號，藤原書店，2001年9
月。 

4. 〈なぜ「日本的霊性」なのか〉（為什麼是「日本的靈性」），《鈴木大拙全集》第25卷，
岩波書店，2001年10月。 

5. 〈「神々の国日本」の言説—宣長没後二百年にあたって〉（「眾神之國日本」的言說—寫
於宣長沒後二百年之際，《思想》931號「宣長特集」，2001年12月。 

2000年

1. 〈「世界史」と日本の三つの転換期—1850年から2000年へ〉（「世界史」與日本的三個轉折
期—從1850年至2000年），刊載於由藤原書店創刊的學藝綜合雜誌《環》（歷史．環境．
文明） 創刊號，「歷史認識」特刊，2000年4月。

2. 〈近代「倫理」概念の成立とその行方〉（近代「倫理」概念的成立及其走向），本文作為
不定期地刊載於《思想》的論文〈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的一環，討論了新譯語「倫
理」的成立過程以及這一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走向。岩波書店，《思想》912號，2000年6月。

3. 〈ハイデガーの哲学的テクストとその読み方—ブルデュー《ハイデガーの政治的存在論》を
めぐって〉（海德格的哲學文本及其閱讀方法—關於布迪厄《海德格的政治存在論》），
《環》2號，藤原書店，2000年7月。

4. 〈「救い」と「講説」—講説家平田篤胤の登場〉（「救濟」與「講說」—講說家平田篤
胤的登場），《國文學—解釋與鑒賞》，至文堂，「古典文學與信仰」特集，2000年10
月。

5. 〈ヘーゲル「東洋」概念の呪縛〉（黑格爾「東洋」概念的束縛），關於東洋1，《環》4號
，藤原書店，2000年1月。

6. 〈日本における朱子学とは何であったか—貝原益軒と近世的知の成立〉（朱子學在日本—貝
原益軒與近世知識的成立），發表於朱子學國際會議，台北，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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