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术研讨会  民间交流与东亚共识 

      

共同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神户大学国际交流推进本部 

     后援单位：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 

     具体承办：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 

 

     时    间：2013 年 3 月 2日 9：00—18：00 

     地    点：浙大圆正饭店（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主旨  

东亚地区的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近代国民国家体制下的政治关系。鉴

于今天东亚地区局势，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友好和平环境，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东亚地区中民

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意义。通过民间交流，可以建立和加深各国各地区民众之间的交流和

友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有必要共同深思东亚地区人类共有的智慧、思维模式、价值观、

美学意识，以及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的经济关系之重要意义。 

    

   

上午司会 王 柯，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教授 

开幕式（9：00—10：20） 

会议说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盛 晓明 教授 

致 辞 1，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  卫东 教授 

    致 辞 2，神户大学副校长、理事  中村千春 教授 

 

   主题讲演  周 惠民 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东亚近代知识的传播和反刍 

 

   茶歇（10：20—10：40） 

 

 第一节  中日之间历史文化的共有与共享（10:40—12：00） 

1，百桥明穗，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 教授 

             日中两国之间的师资相承—高僧肖像画的制作地 

   2，黄 笑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微观侧面—〈切韵〉系韵书研究 

    评论人：阮云星，浙江大学公共行政学院 教授 



 

午  餐（12：00—13:00） 

 

下午司会：金 健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二节，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13:00～14:40） 

1，吴 伟明，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港日流行文化交流與亞洲文化意識的興起 

 2，徐 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教授  

                中国饮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流播 

3，徐 立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 

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与浙江政治、社会的变革 

  评论人：陈 辉，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 副教授 

 

茶歇（14:40～15:00） 

 

第三节  东亚地区的共同发展 （15:00～16:40） 

1，石原享一，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教授 

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正负经验与中日合作的展望 

   2，马    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副教授 

中韩经贸发展与国际经济法学交流 

3，王    柯，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教授 

边缘化的焦躁与民族主义的内化 

评论人：陆 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茶歇（16:40～17:00） 

 

讨论与回答会场提问（司会 王 柯）（17:00～17:30） 

 

闭幕式（17:30～18:00） 

致 辞 1，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长   阪野 智一   教授 

致 辞 2，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黄 华新     教授 

致 辞 3，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所长       佐佐木 卫   教授 

 

翻译人员：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教授 王柯 

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王春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阿里塔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讲师 安成浩 

神户大学中国事务处 王筱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