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９届ＳＧＲＡ中国论坛 

「中日 200 年―从文化史进行再探讨」 

 

【１】 呼和浩特论坛 

时  间：2015 年 11月 20日（周五）15:00—17:30 

地  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２楼大会议室 

【２】 北京论坛 

时  间：2015 年 11月 22日（周日）15:00—17:30 

地  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 501会议室 

 

 

主 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协  办： 清华东亚文化论坛 

  赞  助： 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合  作： 北京大学日本言語文化系（北京论坛）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呼和浩特论坛） 

 

 

■ 论坛缘起 

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每年都在北京等地的中国各所大学举办 SGRA中国论坛，介绍日本

民间的公益活动。自 2014年第 8次大会以后，论坛主旨改为与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共同举办，主要面向北京的日本

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举办讲座等活动。今年还将在内蒙古大学举办演讲会。 

 

 

■ 论坛旨趣 

 

    长期以来，在探讨东亚历史时，绝大部分学者都会将近代部分与古代的交流史进行对比，并对该部分的抗争

史加以强调，以试图找出二者间断垣之所在。诚然，仅关注政治、外交的话，日中、日韩等国之间确实出现了包

括战争在内的诸多对抗及对立，正常的邻国关系也几乎未曾得以建立。但是如果对这段时期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和往来足迹进行详查的话，就不难察觉其间存在的丰富多彩的事实和现象却是近代以前所不可比拟的。其交互往

来大多正是以西方这一强烈的“他者”为对象，在相互吸取各自的成果、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为吸收和接纳西方

文化、文明的诸多要素付出了努力。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东亚，特别是日中韩三国间明显形成了一个以学习西方

为中心的近代文化圈，而这一文化圈与古代截然不同。 

  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回顾其走过的历史时，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一种忽视自身与周边的关系，本国

所有的一切都依靠自身独立完成的现象。这显然是受到了近代以后在所谓国民国家的框架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所产

生的单边主义的影响。正如诸多古代、近代的史实所示，纯粹的国风文化原本不过是一场“神话”，而我们则是在

与他者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自我”以及“自我”的文化。对近代日本而言，这一他者当然首先是指西方，同样

当然也不能轻视共同走过吸收西方历程的另一个他者----中国和韩国。 

  近来，特别是在日中两国之间出现诸多摩擦时，人们往往会强调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试图在这一文

化差异中探寻“互不理解”的原因所在。但事实上，这一想法难免过于单纯。文化之中固然有着一些不变的历史

积淀，但同样也始终存在具有史实性，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属性。因此，如果无视共通的重要历史

经验，一味强调文化差异，不仅不会有丝毫收获，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僵局。 

  有鉴于此，本论坛将对所谓的旧有单边主义史观、文化互不理解论等弊害进行修正，在对以往的近代东亚文

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进行回顾的同时，一起对将来如何灵活运用其经验教训展开讨论，并且同与会者一起对

其可能性进行探讨。（参考文献：刘建辉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2010年，《日中二百年

----相互支撑的近代》2012 年） 



 

■ 日程 

 

【１】 呼和浩特论坛（讲演） 

   主  持：宝音德力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系教授） 

  主  讲：刘 建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讨  论：王 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 太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系教授） 

                    苏德毕力格（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系教授） 

 

【２】 北京论坛（专题讨论） ＊配有中日同声传译 

主  持：孙建军（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问题提出：刘建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討論主持人：王 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讨  论：王 京（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  成（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刘建辉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中心教授 

1961 年 出生于中国辽宁省 

1982 年 辽宁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 

1983 年 赴日留学，就读于神户大学文学部 

1990 年 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化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0 年～1999年 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1999 年 转入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助教授，教授 

专业为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主要著作有：《增补/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2010）， 

《日中二百年--相互支撑的近代》（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