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第五屆東亞人文研究研討會 

 

  2017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舉辦了第五屆

東亞人文研究研討會，來自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的中國語學中國文學專業、中

國哲學史專業、地理學專業、社會學專業的共 10 位學生（及 1 位共同研究者），

以及木津祐子教授、田中和子教授參加了這次討論會。 

  此東亞人文研究研討會自 2013 年始，由復旦大學和京都大學共同舉辦。初

次舉辦是在京都，此後就在復旦大學所在的上海和京都輪流舉行。2016 年香港

城市大學首次派三位博士生參加本研討會，2017 年則做作為東道主接待了復旦

大學和京都大學兩校的師生。 至此，本研討會正式成為一項由三校共同舉辦的

交流活動。 

  參加本屆研討會的有來自復旦大學的 14 名學生，來自京都大學的 10 名學

生，以及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 9 名學生，共計有 33 位博士課程的學生參加。3

月 15 日及 16 日這兩天為研究發表時間，分為「古代文學與文化」、「現代文

學」、「人文地理」、「區域文化研究」、「藝術與考古」、「古代歷史與思

想」、「文化人物研究」、「東亞歷史與文化交流」、「文字、訓詁學」九場，

每場的主持人也由學生擔任。每位同學的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可選擇使用中文

或者英語發表，每場發表結束後有一小段討論提問的時間。所有發表結束後，

以圓桌會議的形式進行了自由討論，來自三校的 6 位老師也參與其中。 

  17 日，以「香港的水陸」為主題進行了香港歷史文化考察。大家先後參觀

了位於香港中環碼頭的海事博物館，可以看到早期在香港北部的新界定居的鄧

氏一族所遺留下來的傳統建築的元朗屏山文物徑，可以眺望位於對岸深圳的尖

鼻咀等地，從歷史的視角和現代的視角學習了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價值，

是引發大家思考的一次有意義的文化考察活動。 

  18 日，京都大學的 10 名同學以「城市發展與交通觀光」、「民間信仰與

習俗」、「香港的出版業」為主題分為三個小組，在做好前期準備的基礎上進

行了實地考察。考察結果將於報告書中展示。 

  這次研討會，從準備階段到實地活動，以及報告書的製作整理，由參與研

討會的學生組成「第五屆京都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東亞人文研究研

討會實行委員會」，大家共同協作完成。 

  隨著舉辦次數的疊加，學生們有了作為舉辦方和客方的不同經歷，因為親

身參與研討會的籌辦運行，大家的積極性都在提高。同時也感受到了三校學生

之間持續的更為密切的交流，是收穫良多的一項交流活動。 

  下屆研討會預定於 2018 年在京都舉辦。 

（中文：黄沈黙記） 

 

此項活動由平成 28 年度京都大學全學經費（064510）「若手研究者による異文

化理解と多言語による学際的研究交流のための事業経費」資助。 

 

 



 
 京都大学および香港城市大学、復旦大学からの参加者たちと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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