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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十年，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范式转换，从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剧变一

直到文化以及社会的变化。在这个 19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这些变革无疑让我们

对于知识在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作用产生了认知上的转变。从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发展出了

根深蒂固的现代性的概念和假设，导致我们的知识学和分类学一直建构在所谓的现代与传统知识、

外来与本土知识的对立上。尽管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这些“二元对立”的问题投入倾注来越多的热

情，但是在这一领域当中仍旧有着一个需要填补的巨大空白，即：研究者需要超越对于知识本身的

研究，去甄别不同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要素究竟是如何参与知识的产生以及传播的。  

不言而喻，无论是东亚国家之间、抑或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知识迁移，都不是某一个国家完全被

动接受的过程。知识永远不是静态发展的，人类对于真理的发现亦是如此。先前对于殖民地及帝国

环境下的研究指出，知识会不断被调和，在社会层面上被重新定义、接纳，有的时候甚至会遭到排

斥。由于对知识的接纳和排斥深深根植于接收者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更好的方

式去重新理解和构建知识形成的模式，也就是将重心放到知识传播者身上。这些人参与了知识的转

变和迁移，在座的各位也是其中的一员。鉴于目前不管是在国家还是民族层面，我们已经有了很丰

富的科学家和专家传记的资料，在此我们提议，2019年的会议将围绕知识传播的媒介来展开，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际，也无论是纯粹的个人，还是由一些参与者、机构和知识源构成的网络，都在我们

讨论的范围之内。据此，我们希望能为一个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史做出贡献。这一历史不再是简

单地产生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典范，让一个中国、日本或是韩国的学科仅仅成为所谓“西方”或是“欧

洲”学科的比较对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超越单纯地定义什么是知识，而去尝试更好地理

解知识的动态形成模式以及知识的传播方式。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的人文学科致力于以“知识-时间性-文化比较”

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该大学的国际人文研究联盟项目——“名誉、自由及预测”也将为 2019年东

亚文化交涉学大会提供完备的支持。 

    我们期待着各位学者踊跃参会，并为东亚文化交涉学做出新的贡献。衷心期待各位会员参加本

届大会！ 

 

 

年度大会主题 

   东亚知识的变迁及超越——科学和技术史中的全球网络 

 

大会子题 

1. 知识环流的全球历史  

2. 科学技术的跨国概念史  

3. 后李约瑟时代的知识认识论  

4. 知识生产的合理性  

5. 政治规则中的绝对真理以及绝对知识  

6. 19-20世纪东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组织的角色  

7. 旅行者以及旅行的知识  

8. 帝国/民族/地域的知识交涉  

9. 文学、历史、哲学的翻译与知识迁移 

10. 东亚知识史的各种相关研究 

  



会  场 

 Friedrich-Alexander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 

 Kollegienhaus, Universitaetsstrasse 15, 91054 Erlangen, Germany (德国) 

 

会议日程 

 到  会 2019年 5月 10日（星期五） 

 年度大会 2019年 5月 11、12日（星期六、日） 

 解  散 2019年 5月 13日（星期一） 

 

报名日程 

  大会分为：基调演讲、分组发表、个人发表、博士生（报名时为博士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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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左右的发表语言要旨和 300字左右的英文要旨）至大会筹备委员会。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与会申请及论文摘要经大会筹备委员会审查通

过后，将于 1月下旬发出正式邀请函。 

 

大会参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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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学生为 70€。参加费包括欢迎晚宴、大会期间午餐

及会议等的费用。参加费于报到时缴纳（不接受外币及信用卡）。 

 

 

参加及论文发表申请： 大会筹备委员会 sciea2019@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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