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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文化的形構過程中，儒家思想、漢字、佛教固然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海洋同樣在思想、

信仰、人員和貨物的交流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傳遞功能。沒有了海洋，整個東亞世界的交流、

互動，必將為之遲滯、減緩。 

 
傳統中國固然是一個陸上帝國，但至少到明代初葉，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在海上發展。最後卻

仍選擇他們熟悉的陸上秩序，放棄了海洋。但在官方政策之外，整個中國海域早成為商船、漁船

以及海盜與移民的沃土。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早在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帝國主義進入之前，中國其

實是整個東亞海域的霸主。 

 
在中國之外，日、韓等國，更以海洋為重要的發展命脈。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這些東亞國

家，依靠海洋，建立更繁密的競爭關係。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他們同樣受到西方思想的洗禮，在

西方勢力一步步介入下，彼此之間又發展出不同的交流、互動模式。 

 
這次大會，我們將在海洋東亞的視野下，探討物質文化、移民與認同、知識的傳播與生產以

及海港城市等主題。我們深信，海洋東亞是一個值得我們去努力開拓、探索的新疆域。一些我們

熟悉或不熟悉的研究課題，在「海洋」這一視野下，必然也會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和中文及歷史學系，衷心期待各位學者與年輕的研究人員參與這

次盛會。 

 

 
年度大會主題 

海洋東亞 --- 交流、網絡與流動 

Maritime East Asia --- Network, Exchanges, and Mobilities 

 
大會子題 

1. 交通網絡與物流動 

2. 東亞視野下的香港 

3. 移民與文化認同 

4. 文化生產與再現 

5. 宗教信仰與儀式 

6. 知識的傳播與生產 

7. 東亞近代的翻譯 

8. 東亞近代關鍵詞的形成 
9. 冷戰與東亞的秩序  

10. 海港城市 

 
會議日程 

 到  會 2018 年 5月 11 日（星期五） 

 年度大會 2018 年 5月 12、13日（星期六、日） 

 解  散 2018 年 5月 14 日（星期一） 



會場 

   地點: 李宗德講堂 (LT-3505) 、香港城市大學 

   位置: 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三樓 

 http://www6.cityu.edu.hk/wayfinder/en/Venue/LT-3505/ 
 

 
報名日程 

  大會分為：基調演講、分組發表、個人發表、博士候選人發表四部分。 

  各位會員可參照上述子題報名並組成分組會。分組會的時間為 2 小時（發表者 4～5 人，主

持人 1 人，評論人 1～2 人。發表人可兼任主持人或評論人。）預定參會者請於規定時間內發送

參加申請書及會議論文摘要（400字）至大會籌備委員會。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 月 16 日，與會申請及論文摘要（400 字）經大會籌備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將於 2月上旬發出正式邀請函。 

 

 
大會參加費 

除大會特邀代表外，參會者的往返交通費、住宿費自理。另外，根據學會 2015 年度大會的

決定，本屆大會亦收取大會參加費，普通會員為 500 HKD、研究生為 300 HKD。參加費包括歡迎

晚宴、大會期間午餐及會議論文集等的費用。參加費於報到時繳納現金（不收外幣及信用卡）。 

 

 

 

参加及論文發表申請： 大會籌備委員會（sciea2018@outlook.com） 

 

東亞文化交渉學會第 10屆大會籌備委員會 

主 任 李  孝悌（副會長 香港城市大學 教授） 

副主任 李  雪濤（會 長 北京外國語大學 教授） 

 內田 慶市（副會長 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 教授） 

 藤田 高夫（評議員 關西大學文學部 教授） 

陶    德民（評議員 關西大學文學部 教授） 

程   美寶（香港城市大學 教授） 

陳  學然（香港城市大學 副教授） 

張   為群（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講師） 

事務局 沈  國威（學會事務局長 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 

李   桂芳（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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