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文化交渉学会 

第 8 届国际学术大会通知 
 

    东亚的近代是文化碰撞、知识环流的时代。十六世纪末的耶稣会士的东来，十九世纪初的新

教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新知识，而西方势力的到来，更是对东方传统的撞击。持续了数百千

年的东亚域内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知识传播、接受、交流，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东亚的精英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怅惘、迷惑、奋斗、进取，通过著述、翻译、图

像等各种手段，传播新思想，普及新知识。近代知识的获取，彻底改变了东亚的人文景观、历史

思想、语言文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全球化浪潮下，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近代以来

东亚、以东亚为空间的文化接触、互动和交流的历史，成为东亚研究的主要课题，吸引了各国学

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开始思索：什么是东亚的近代？近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知识体系如何被重

构？ 

    东亚研究，其纵向的视角可以提供人类社会演进的缩影，横向则从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

的视角促使我们反思东亚在全球史的位置和意义。有鉴于此，2006年我们开始筹备东亚文化交涉

学会，并于 2007 年 5 月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建会初始，文化交涉学会提倡的研究理念概尔括之

有三个关键词，一是“交涉”，我们借此突出互动；二是“环流”，这意味着知识流动的复杂性；

三是“周边”，意即从周边去观察中心，借助周边资料解读中心。我们的理念得到了广大学者的

热烈支持，2016年交涉学会将迎来第一个十年。十年一瞬，但是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我们有必

要对第一个十年加以回顾、总结。我们希望通过重读旧文献，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思维，诠释东

亚的历史文化，为今后东亚文化交流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课题。 

    2016 年的学会年会，将由关西大学承办。大会将对文化交涉学的对象、方法、材料、文献、

以及跨学科性、数字化手段等进行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新领域的研究。 

    我们期待着各位学者踊跃参会，并为以东亚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衷心期待各位会员参加本届大会！ 

 

年度大会主题 

东亚文化交涉学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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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涉学视点的东亚知识史研究 

4. 东亚近代学术体系的建构 

5. 东亚近代史观的形成及拓展 

6. 东亚近代知识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 

7. 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与运用 

8. 文史研究领域的古籍数字化 

9. 大数据与近代东亚研究 

10. 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学相关的课题 



会议日程 

到    会 2016年 5月 6日（星期五） 

年度大会 2016年 5月 7、8日（星期六、日） 

解  散 2016年 5月 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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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会的时间为 2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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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参会者请于规定时间内发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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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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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收取大会参加费，普通会员为 6,000日元、研究生为 3,000日元。参加费包括欢迎

晚宴、大会期间午餐及会议论文集等的费用。参加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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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a2016@outlook.com） 

 

东亚文化交渉学会第 8届大会筹备委员会 

主 任 内田 庆市 （副会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副主任 王   敏 （会长 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 教授） 

藤田 高夫 （评议员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松浦  章 （评议员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陶    德民 （评议员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中谷 伸生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吾妻 重二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事务局  沈  国威 （学会事务局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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