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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杜维明和成中英的学说在中国大陆早已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二
人学说进行比较性的研究还不多见。
郑秋月女士聪颖好学，集多年之精力专注于杜维明和成中英思想的比较研究，写成《对话·诠释——
杜维明与成中英的美国儒学论说》一书，全面、翔实地阐释了二人的儒学论说，虽然其间尚有稚嫩青
涩之处，但不失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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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秋月，女，1980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0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参编著作《冯友兰思想研究》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曾在《哲学研究》发表《论冯友兰的早期道家观》一文，先后在《哲学动态》发表《先秦儒家“美感
”寻踪及反思》、《超然绝俗与返本归真：魏晋美学生成的庄学基础》等论文，并在《求是学刊》、
《学习与探索》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同时参与数项国家以及省部级
项目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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