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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Introduciton

江燦騰＊

Chiang Tsan-teng
    

來自當代臺灣學者的張崑將教授，以「他者的專業透視」與「首次體系

性構建」的新書─《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由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於2016年。相對於歷來關於日本武士道研究的眾多論

述著作，這是一本值得重視與進行檢視的東亞跨文化專業學術研究開創性新

詮釋專書。所以，我特別邀請四位不同研究視野的學者，對此書進行多音交

響式的不同角度檢視與深入檢討。

根據張崑將教授其書序言，我們知道，他由於一方面對武士道的研究

議題與現象有濃厚興趣，所以長期持續性深度鑽研武士道；二方面他在這本

書中，「首次體系性構建」出，有關多面性武士道新詮釋的「相嵌倫理」與

「融攝倫理」，而這是明顯有別於日本學者歷來研究與詮釋的各類方法論，

因此應該是能夠激發出當代學者對於武士道研究的新發想與新議題，可以說

是具有豐富的現代意義。而我彙整的四篇反思性評論，就是屬該書第一批出

現的不同學者的專業解讀意見。

我們試想，歷來有關武士道研究的專著何其多？所以我們不得不質問作

者張崑將教授：他的這本武道專著論述體系與其他作品相比，究竟有何特殊

之處？

我們發現，作者在第一章即點出這個問題。因過往的武士道研究中，沒

有很清楚且有系統地表達出武士道的「分流」與「滲透」之間互動的詮釋概

念。因此本書在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1914-1996)的思想史理論基礎下，

＊ 江燦騰，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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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分流與滲透的互動詮釋」理念，以克服長年學界僅以「類型」或「轉

型」來說明日本武士道的文化現象。而本書作者，則是透過河流的比喻，企

圖闡述這個「分流」與「滲透」的複雜互動關係，即河流各分支的不同源

流、流動的「滲透」過程，以及「匯流」出不同的樣貌，透過脈絡性的轉

換，產生「同」與「異」之間的多元辯證關係，也因為這種辯證關係，才顯

現出它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如實言之，如果作者沒有提煉出這個方法論，書中各章可能還是別別無

關，盲無系統，學界雖多了一本武士道專著，也是平淡無奇。如今正因為作

者提煉出這個「分流與滲透的互動詮釋」概念，有畫龍點睛的作用，不僅補

學界長年來研究的不足，更能彰顯其豐富性與辯證性，也為未來武士道研究

或日本精神史研究，提供了理論的廣度與深度。

＊  ＊  ＊

我為本次特刊書評，共收有四篇，其中兩位是在臺灣任教，一位在大陸

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一位在日本獨協大學任教，身分有臺灣人、日本人與香

港人，專業有漢學、日本語文學、日本哲學等，分別從其專業立場對此書提

出互相切磋的評介觀點。我以下稍述其評介重點。

書評第一篇是中華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簡曉花教授。簡曉花稱讚此書有兩

大特色，其一是在武士道研究領域上，以「分流」與「滲透」的關係以詮釋

武士道之整體發展，以及武士道於近代轉型後百花齊放之現象，可謂提出耳

目一新之歸納方式，相對於過去武士道的研究，堪稱前所未見，別具意義。

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別於一般武士道研究，提出「相嵌倫理」之理論，

分別將禪、儒、神、基各思想局部分別與武士道與各倫理融會之現象，依分

流屬性拆解成四區塊：「禪武相嵌」、「儒武相嵌」、「神武相嵌」及「基

武相嵌」，相當具有其獨特性。

即便有上述的特點，簡曉花敏銳地注意到本書有三個有待商榷處，其

一是第六、七章提出的「女武相嵌」、「商武相嵌」無法對等於前面第二章

至第五章共四章的「禪武相嵌」、「儒武相嵌」、「神武相嵌」及「基武相

嵌」的思想淵源之概念，顯然在概念運用上會有落差，也易造成混淆。其

次，本書所提出的「基武相嵌」，實則與「禪武相嵌」、「儒武相嵌」相形

遜色，有待充實，簡曉花並舉出新渡戶稻造( 1 8 6 2 - 1 9 3 3 )有「基儒折衷」論

的另一類型。再者，建議作者對於武士道之「忠」所涵攝的對「主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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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家」雙重性格，可多探討這種雙重性格雖偶爾也有矛盾衝突之時刻，而

在武士組織裡另有其「押込」（壓入）獨特之不成文慣例，以求同時完成雙

重性和諧的武士倫理。

書評第二篇是任職於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的藤井倫明副教授，他從一

位日本人的角度觀察本書的兩大學術貢獻：其一，本書堪稱是一本充滿「學

術良心」，而且也是一本研究態度非常持平的「武士道」研究專著。藤井倫

明將此書與日本人大多數的武士道專著做對比，窺出本書與一般的武士道作

為精神修養書不同，一是完全站在純學術立場來全面探討武士道，二是作者

是臺灣人，歷來在臺灣並無如同本書一般從純學術性脈絡來全面探討「武士

道」的專書，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本書堪稱是臺灣學界第一部「武士道」研

究的學術專書，從而指出本書出版的最大學術意義也就在此點。

質言之，作者因是臺灣人，研究「武士道」課題，一直保持相當理想的

研究距離，能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為基礎，非常理性地、學術性地、批判

性地探討日本「武士道」所具有的各類相關問題。

藤井倫明又指出本書第二大學術貢獻在於，將「武士道」複雜錯綜的整

體面貌，採取從「分流」與「滲透」兩種視角，來整理「武士道」的內容以

及其發展過程，擺脫過去片面的、部分的馬賽克式地探索武士道，提出「禪

武相嵌」、「儒武相嵌」、「神武相嵌」、「基武相嵌」等四種類型的武士

道倫理。

藤井在指出本書的學術貢獻之餘，也看出本書在開展的論述或運用的

概念，有時存在著混亂或不夠嚴謹之處。例如作者對於武士道的「分流」現

象，在追溯其本源時，常「源流」或「原流」不分，導致「思想來源」與

「源流」概念的混淆。另外用河流的「分支」來比喻武士道多元的「分流」

現象，也會有一個發源地的「源頭」意涵，與作者要表達的「來源」的「多

元」性呈現混淆狀況。同時，藤井與簡曉花一樣亦指出本書第六、七「商－

武」關係或「女－武」關係，也提出「商武相嵌」（張崑將  2016︰200）、

「女武相嵌」(173)的這一類型的武士道，屬於應用式的倫理，不太適合再用

「相嵌」一詞套用之。

最後，藤井倫明建議可以分開處理：1.近世之前「武士階級」存在階段的

「武士道」與2.近代之後「武士階級」已然消失階段的「武士道」。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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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第三篇是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的廖欽彬副教授，他看出本書作者

因為不是日本人，容易採取「東亞的跨文化視野」來對武士道進行一種概念

史的研究，將武士道研究議題視為「跨文化的產物」，這種評論視角相當新

穎。廖欽彬從思想史立場或歷史哲學的方法進行思考評論，並和源自德國概

念史研究的立場進行一些關聯性的考察。

廖欽彬抓住本書作者擅長思想史或歷史哲學上的掌握，敏銳地察覺思

想（或概念）在時代中所代表的各種不同訊息，在這些與歷史同時滲透的現

象當中忠實地呈現出這些訊息的意義。不僅如此，作者還將這些在各個時代

中的各種不同訊息與意義加以體系化或系統化，讓人能直接在其構想的思想

（或概念）框架下，得以一目瞭然地窺探歷史的真相及其脈動。

只是，廖欽彬也觀察到本書若用德國歷史哲學家科塞雷克 ( R e i n h a r t 

Kosel leck, 1923-2006)所提出的概念史的理論，則尚未觀察出作者對其自身提

出的思想（或概念）框架所進行的批判與反思。也就是說，踩在自身的研究

成果上，更進一步對自己的哲學方法（立場）提出懷疑的批判哲學精神，由

此廖欽彬期待本書能進一步走向科塞雷克「催生經驗的概念」，將會帶出超

越其原本預期的不同意義與成果。

書評第四篇是任教於獨協大學的林永強副教授，林永強專攻日本哲學，

因此對本書採取哲學概念與衍義的評介方式。

林永強很注意本書「之間」的「穿越」時空關係，例如本書作者是臺

灣人，則往往「穿越」於日本與非日本「之間」，又如本書用中文呈現，也

「穿越」於日語與非日語之間；本書也涉及「穿越」於近世和近代乃至於當

代「之間」，武士道就是藉著這樣的時空「穿越」，產生多元的質變與辯

證關係；或如本書提到「日本的尚武論」與當今全球化的「世界局勢」「之

間」之關係，武士道又要面臨如何「穿越」的哲理課題。

林永強將本書定位於透過「穿越」與「之間」的辯證過程，探討日本

與世界的時間和時代同步流轉，兩者皆是互相穿越、互為因果和互換角色。

林永強透過「穿越」、「之間」的動態哲理，強調當中的流轉，並且有其突

破和超越的歸趨，兩者可互為因果。透過其內在與外在的辯證關係，不斷進

行角色轉換，故能呈現武士道文化多元與豐富的立體面貌，也能打破一種日

本國內式的「自我圖像」，從而面向東亞和世界。林永強從這個「穿越」哲

理，再透過同化(assimilation)和異化(dissimilation)（武士道研究的方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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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與普遍之間（武士道研究的意義）、發展與發信之間（武士道的未來）這

一對組的辯證方法，進一步闡述本書要呈現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不

斷演變、發展和創新。

以上四篇可謂從不同專業立場來評述本書，各自點出本書的優點與不足

之處。誠如前述書評者都提到本書作為臺灣國內第一本武士道學術專書，自

有其學術貢獻，從一「非日本視野」的學術觀點，邁向東亞視野，也關注武

士道全球化的當代議題，使得武士道課題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更是廖欽

彬所說的「跨文化的產物」，故必須關注武士道持續在當代發展與轉化的問

題。

同時，書評者有目共睹地指出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武士道「相嵌」

的方法論之架構，誠如藤井倫明所說：「本書最大的貢獻就是首次向學界提

供解析武士道世界之結構圖這一點。」本書作者已經提供這樣的方法論，為

將來武士道研究彷如擘畫出一個鮮明的設計藍圖，諸如本書尚未涉及的武士

道與電影、武士道與文學、武士道與茶道、全球化的武士道等，都可包攝在

此「相嵌」方法論上。

本書固然尚有前述書評者所指出的不足之處，但作為臺灣學術界第一本

武士道專著，不僅走出軍國主義的歌頌，也擺脫侵略主義的主觀情緒，也帶

有東亞、全球的視野，其貢獻自不言可喻。

作為書評專刊的負責邀稿者，我是有感於作者提出武士道這個課題，

是將之視為一種流動的、辯證的、超越時空的武士道，有如林永強所提及的

「穿越」特質，既穿越前近代、近代與現代之間，也穿越於日本、臺灣、韓

國、中國的東亞世界之間，將來更可與全球化接軌。

本書評專刊也期待武士道的後續研究，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使學界更

能關注此書出版的學術意義與當代意義。同時也讓作者或有興趣的研究者參

考，期盼催生出作者或其他人第二本「非日本人」的武士道專著，成為更有

系統、更多元、更具現代雅俗共賞的創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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