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文化交渉学会 

第 14 届国际学术大会通知 
 

    2021年 COVID-19 新冠病毒逐步扩散，全世界宣布疫病流行，此后各国之间的国际交流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停滞。这样的状况，不止如今的年轻一代，其父母辈，甚至祖辈都未曾经历过。从此，以

外交、经济、文化、观光等领域的人员、物品、资金彼此互通为前提的各项交流活动也因此受限；以

国际分工进程与有限的赋存资源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也急速减少，对贸易具有依赖性的国际遭受了巨

大的经济打击。经济上的打击也催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政治纠纷与内战恶化使得越来越多的

难民流离失所。曾有预兆的“非对面”时代已经来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变化。在此之前，面对急剧

变化的社会和生活方式，采取拒绝甚至抵抗态度的人一改以往对其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其中无法

适应的人却也可能面临逐步扩大的社会差距，难以翻身。正可谓，如今国际交流的停滞所造成的时

代现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社会的自画像。身处这样的时代，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国际交流状况及其

应担负的任务，以此为基础展望新冠疫情之后的国际交流方式，具有重大意义。具体将重点放在以

下两点上。 

    第一，从以上的认识为基础，以整个东亚为对象搜寻国际交流的历史案例。以日本、中国、韩国

等东亚三国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无论大小曾留下足迹的人物与事件为中心进行整理，并思考其影响

与历史意义。另外，还应结合 19 世纪中期以后开展的东西方接触所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准确地理解

东亚国际交流。 

    第二，探讨东亚国际交流现状，展望新冠疫情以后国际交流的实施方式。疫情过后，东亚地区

的国际交流可能依然会持续停滞，而其停滞愈发严重，也可能促使交流归零重启。此时正是以历史

经验为基础，重新定位国际交流方式的最佳时机。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 14 届年度大会将以如上的统一主题为中心，分设以下多种分会主题，期待

各位学会会员的参会。 

 

年度大会主题 

 

    思考疫病流行对国际交流的历史性影响与克服新冠疫情的未来构想 

 

大会子题 

1. 东亚地区传染病（含 COVID19 等流行性传染病）的历史案例 

2. 对疫病流行后国际交流的展望 

3. 知识环流的全球历史 

4. 公共卫生、传染病、制药与文化交涉 

5. 帝国/民族/地区的知识交涉 

6. 语言、文学、历史以及哲学的翻译与知识迁移 

7. 艺术领域的文化交涉 

8. 社会福祉事业领域的文化交涉 

9. 地域文化与观光领域的文化交涉 

10. 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相关的内容  



会    场 

启明大学校城西校区东泉馆（研究生院楼栋） 

韩国・大邱广域达西区达句伐大路 1095 

 

会议日程 

 年度大会 2022 年 5 月 7～8 日或 5月 14～15 日 

 

会议形式 

在会场学校进行基调演讲、部分分科会场、线上分科讨论、个人发表 

※有可能根据防疫当局的方针变更大会日程及方式。 

 

报名日程 

 SCIEA 会员参考以上大会主题或分会主题申请参加大会。预计参会之会员，请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之前将参会申请表及发言概要（400 字左右），寄至大会筹备委员会。大会筹备委员会将对申请

书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向申请者发送正式邀请函。 

 

大会参加费 

待定 

 

大会筹备委员会信箱：sciea2022@outlook.com 

 

东亚文化交渉学会第 14届大会筹备委员会 

主  任  金 明洙 (评议员 启明大学校 国际地域学部 副教授) 

副主任 李 炳鲁 (启明大学校 人文国际学大学长) 

金 桢圭 (启明大学校 国际学研究所长) 

牧角悦子 (副会长 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部长) 

内田庆市 (副会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藤田高夫 (评议员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陶 徳民 (评议员 关西大学文学部 教授) 

 木村昌人 (评议员 神田外国语大学 研究員) 

事务局 沈  国威 (学会事务局长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