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日本學研究學會 2013年度大會──日本研究之全球化與區域化──面向世界或在地深耕 

時間：2013年 5月 11日（星期六） 地點：政治大學校本部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8：30～8：40 開幕式【第一會議室】 

政治大學 林碧炤副校長／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 河野明子主任／中華日本學研究學會 于乃明理事長 

8：40～9：00 2012年度協會工作報告【第一會議室】 

9：00～10：00 專題演講（主持人：于乃明院長） 

演講人：黃俊傑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講題：關於東亞研究的若干思考：以中日思想交流經驗為中心 

10：00～10：15茶敘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0：15～11：00第一場（主持人 Ａ會場：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副教授 林珠雪／Ｂ會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序楓） 

Ａ會場【第一會議室】 Ｂ會場【第二會議室】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教授 陳小法 

〈穿越時空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徑山萬壽禪寺為中心〉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教授 王勇 

〈從“漢籍”到“域外漢籍”〉 

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郭連友 

〈龍與地震〉 

北京外国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徐一平 

〈日本学の方法論をめぐって-コーパス構築の視点から-〉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1：05～12：20第二場（主持人 Ａ會場：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郭連友／Ｂ會場：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譚晶華） 

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執行長 陳永峰 

〈「小日本主義」的系譜：石橋湛山研究〉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胡令遠 

〈東亞智慧與中日關係──以戰後為中心〉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 李卓 

〈探討日本的「脫華」及其內在原因〉 

澳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陳訪澤 

〈耶穌會傳教士陸若漢及《日本大文典》語言觀論考〉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翟新 

〈戰後初期日本外務省的戰時外交反省評析〉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楊永良 

〈日本文化的「幽、玄、秘」初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副教授兼主任 張建立 

〈後危機時代的日本研究方法論建言─以日本國民性研究為例〉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20～13：20午餐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3：20～14：35第三場（主持人 Ａ會場：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教授 王勇／Ｂ會場：北京外国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徐一平） 

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周維宏 

〈顛倒和壓縮：亞洲國家日本現代化時序問題思考〉 

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蔡驎 

〈日本職業教育理念的轉型與普通高等教育的改革〉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序楓 

〈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的海外事物蒐集──以木村蒹葭堂為例〉 

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徐冰 

〈近代以來中日民眾情感對立的軌跡〉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系主任兼副教授 馬耀輝 

〈日本近代化產業遺產在台灣—另一種日本近代研究之嘗試〉 

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 嚴平 

〈高等學校．帝國大學中國留學生研究：第一高等科的設置意義〉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吳詠梅 

〈殖民現代性、美與衛生：以《盛京時報》的日本化妝品及醫藥廣告為中心〉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劉長輝 

〈日本思想中之「負」的力學〉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4：40～15：40第四場（主持人 Ａ會場：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楊永良／Ｂ會場：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賴振南） 

日本明海大學名譽教授 江林英基 

〈日本安倍新政權新動向〉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譚晶華 

〈十二五期間中國日本文學之研究〉 

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及華人教授 王敏 

〈以日本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研究──對國際日本學研究學科建設及其方法論的摸索〉 

山東大学外國語學院教授兼博士生導師 肖霞 

〈從《青鞜》看日本「新女性」的成長〉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副教授 林珠雪 

〈台日間越境交流之範例觀察──以社區交流為例──〉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田世民 

〈中井竹山《詩斷》思想探析〉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5：40～15：55茶敘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5：55～16：55第五場（主持人 Ａ會場：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 李卓／Ｂ會場：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劉長輝） 

日本大學通信教育部大學院綜合社會情報研究科教授 陸亦群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之轉換〉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銘敬 

〈「集」的文芸－日本仏教説話集の編撰と自国意識－〉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宋磊 

〈產品建構理論的日本學派：逆勢發展的企業戰略學說〉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賴振南 

〈日本古典文學中的亞洲敘述─以《竹取物語》和《宇津保物語》為例─〉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劉慶瑞 

〈全球化下的日本經濟－瓶頸？再造？〉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徐翔生 

〈《古事記》中所見之中國「道」的思想〉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論文發表（每篇論文 15分鐘，綜合討論 15分鐘） 

17：00～18：00第六場（主持人 Ａ會場：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徐興慶／Ｂ會場：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胡令遠）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李世暉 

〈日本政權公約制度之研究：以民主黨為例〉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 韋立新 

〈日本化した地獄極楽のイメージについて─『熊野観心十界図』を例に〉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楊素霞 

〈擺盪在日本「內地」與殖民地臺灣之間的「周邊地域」北海道：1890-1900年代的財政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林明珠 

〈論能劇中的「唐物」－中國神靈在日本中世的能劇舞台〉 

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國際日本研究專攻兼任研究員 楊子震 

〈帝國日本的崩解與國民政府的臺灣接收〉 

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蘇佳瑩 

〈東傳日本的星宿圖像—與閻魔圖像在地化發展〉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8：00～18：15 閉幕式【第一會議室】 

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岡田健一總務部長／政治大學外語學院 于乃明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