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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呢！那么您现在正在进行怎么样的研究呢。 

我现在在进行清代江永（1681–1762）的思想研究。进入清代以后，平均

律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反而又回到了三分损益法的体系中。但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江永认为，是否平均律更好？从而在途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重

新评价平均律，认为它与《易经》，历法的思想一致，是一种理想的理论。

我认为江永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正好处在从朱子学向考

据学过渡的关键时期。虽然江永自我认同为朱子学者，但他采纳平均律这件

事，其实就已经与朱熹存在不同了。同时，还有一位清代著名的考证学者戴

震（1724–1777），他非常尊敬江永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课题，正是要弄

清当时的情况。 

 

－在您自身的研究之外，还能讲讲关于您参与运营的东亚艺文书院（EAA）的事吗？ 

对对，我得宣传一下 EAA（笑）。EAA 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东亚学为目标而开展的，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更愿意称

它为东亚艺文书院，而不是 EAA。艺文书院中的“艺文”一词源自《汉书》的《艺文志》，那是在中国的汉代编纂

的，现存最古老的图书目录。中国的目录学不仅是对这个时代有哪些书进行简单的介绍，而是一种将当时所追求的学问

进行体系化整理的学问。由于秦代的焚书，汉代建立之时，书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没有书的话，学术，礼仪，各种各样

的制度也不会成立。社会的全部都会崩溃。刘向・刘歆父子对这种状况抱有危机意识，开始搜集书籍，校正错字漏字，

确立目录与书名，作成了书目。把学问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并通过《汉书》的《艺文志》宣告“这是我们的新的学

问”。我们基于切实的学术活动，立足于“东亚”的传统（不是单单进行东亚的地域研究），将视野开阔于全世界，以

此将我们的学问展示于整个世界，不断开拓新的时代。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艺文”活动的意义。 

－我完全理解“艺文”的意义了。那么“书院”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以前做过一个发表，题为《朱熹与书院：朱门弟子的学术活动》。书院是区别于官方机构的，可以进行讨论和研究

的民间场所。朱子学能广泛传播到民间，书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朱熹的弟子们常常在各地的各书院聚集，展开激烈讨

论，这是南宋思想史的特色。对朱熹来说，在书院中进行对话交流，对他自身思想的形成也很重要。可以说，正是通过

对话，产生了儒学的新的潮流。《朱子语类》是一本整合了弟子对朱熹的提问，与朱熹的回答的著作。我认为这种景象

正是发生在书院里的实际场景吧。东亚艺文书院，在驹场展开着活动。这里有着众多的学生和各个专门分野的老师们。

不拘泥于自己的专业，和各种各样的人进行对话，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学问。——我认为书院能起到这样的功能。 

－东亚艺文书院还主办了名为《书写音乐行为的普遍性》的学术研讨会（2025 年 3 月 9 日）吧？ 

我们将中国传统乐器的古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宇津保物语》改编成了音乐剧，并撰写了剧本，让它以现代形式复

活。该剧在 2 月于吉隆，3 月在东京进行了公演。我们还复原了平安时代贵族的传统服饰。在吉隆坡的公演以中文进

行，在东京则使用日语。还邀请了歌舞伎演员参演。在东京公演时，学术研讨会也在同时进行着，这种跨越艺术和学术

的活动，依靠通常的研究经费有着很难实现的部分。这一次，我们得到了公益财团法人罗姆音乐基金会，与东亚艺文书

院潮田综合文艺知识计划的资助。我的研究正是在各位捐赠者的支援下才得以进行，所以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正在

进行的音乐研究，并且一起享受其中的乐趣是非常重要的。 

－真是应了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于音乐”啊。不仅仅是令人深感兴趣的谈话，还能听到古琴演奏，拜见珍贵的汉籍，

是在令人愉快的时光啊。（采访者：上田遥，摄影：野久保雅嗣） 

 

－也就是说，江永是朱子学向考证学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呀。 

 江永有一本叫做《礼书纲目》的著作，这是以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为基础，加以他自己的思考而写成的。这是一本

中引用了很多关于仪礼的经典文献，并加以注释的形式的书。江永虽然一边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一边论述着包括天文

学，音乐，数学，度量衡，音韵学，地理学等，但是他将这些全部视为礼学的一部分。回到之前提到的《荀子》的话题，

仪礼的根源，其实是源于人类的欲望，而从中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则是礼。我对把关于如何构建人类社会，人类是什么，

这类问题里融入科学和技术的内容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我一直在试图体系性的说明将科学和技术嵌入人类的伦理之中的样

子，且认为也许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启发意义的东西。 

 

田中准教授用古琴讲解音乐理论。 它弹出的音色非常优美。 

●江永的思想—从朱子学到考据学 

 

●东亚艺文书院（EAA: East Asian Academy for New Liberal Arts）这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