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文化交渉学会 

第 7 届国际学术大会通知 
 

    2014年的今天，日本有 18处世界遗产。2013年 6月富士山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富士山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山顶信仰遗迹群、富士五湖等 25 处，被定位为“信仰的对象和艺术的

源泉”。 

    富士山脚下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保存着 1726 年创建的神禹祠(现在的福泽神社)及一批相关

文物遗址及历史传统活动，如文命(禹的别名)碑、文命祭祀等。这些禹文化由古至今形成了该地

区的文化特色。禹文化的形成与“信仰·艺术”的富士山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是东亚文化接触、

交融、碰撞的产物。这里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原风景。大禹相关历史遗迹及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

系，是东亚文化交涉这一学术领域里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研究课题。大禹文化现象是汉字文化的象

征，汉字文化则是东亚知识构建的基础。自 2007 年开始，足柄地区的市民研究小组，对禹文化

的存续形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从北海道至九州、冲绳，日本共有 100余处与大禹有关

的历史遗迹。 

    各地广泛分布的禹文化现象背后，横贯着人、物、知识的流动。把握这种流动，从人文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多方位的视角对此加以综合研究，必将进一步丰富文化交涉学的内涵。禹

文化的研究不仅会极大地推进东亚文化交涉学研究，还将为斯学导入地区、市民合作的新视野。

我们期待着东亚文化交涉学在学术方向、社会贡献等方面继续向前发展。 

    本届东亚文化交涉学第 7届大会选址眺望富士山的禹文化积聚之地，神奈川县开成町，正是

基于上述理由。与会者在富士山、大禹这双重文化符号之间，扩展见闻、汲取新知，宣读论文、

切磋学术。本届大会必将促进各位会员今后的研究活动。本届大会还将为学会会员、专家学者、

民间学术爱好者、市民共聚一堂，互相交流提供极好的机会。预祝各位在知识探索的旅途上收获

丰盈。 

 

衷心期待各位会员参加本届大会！ 

 

年度大会主题 

迈向协同的“东亚时代”：以文化交渉学为中心的视角 

 
大会子题 

1. 东亚新文化史：书籍与人物 

2. 东亚近代社会与民间信仰 

3. 治水神大禹与地域文化交流 

4. 文化交涉学视点的东亚知识史研究 

5. 东亚近代学术体系的建构 

6. 东亚近代史观的形成及拓展 

7. 东亚近代知识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 

8. 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学相关的课题 



会议日程 

到    会 2015年 5月 8日（星期五） 

年度大会 2014年 5月 9、10日（星期六、日） 

解  散 2014年 5月 11日（星期一，大会后有学术参观活动） 

 

报名日程 

  大会分为：基调演讲、分组发表、个人发表、博士候选人发表四部分。 

  各位会员可参照上述子题报名并组成分组会。各分组的时间为 2小时以内（发表者 4～5人），

主持人 1 人，评论人 1～2 人。发表人可兼任主持人或评论人。预定参会者请发送参加申请书及

会议论文摘要（400字）至大会筹备委员会。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5年 1月 13日，与会申请及论文摘要经大会筹备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将

于 2月上旬发出正式邀请函。 

 

大会参加費 

  除大会特邀代表外，参会者的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另，根据上一届学会年度大会的决

定，本届大会起开始收取大会参加费。大会参加费（大会特邀代表除外），普通会员 6,000日元、

研究生 3,000日元。参加费包括开成町欢迎晚宴、学会答谢晚宴、大会期间午餐、会议手册论文

集的费用。参加费报到时缴纳日元现金（不收外币及信用卡）。 

 

参加及论文发表申請： 大会筹备委员会（sciea2015@hotmail.com）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 7届年度大会筹备委员会 

主 任 王   敏 （副会长 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 教授） 

副主任 章   清 （会 长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主任） 

内田 庆市 （副会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佐久间俊治 （足柄历史再发现俱乐部 会长） 

大胁 良夫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 会长） 

事务局 露木  顺一 （神奈川县开成町 前町长） 

沈  国威 （学会事务局局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