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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特征集会议论文发表者，具体事项如下。 

 

■主旨与题目 

第 4次“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 

（2020 年 1月 8日-12日 菲律宾马尼拉近郊） 

 

“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 

   在十九世纪以前，东亚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它们各自分别与外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

联系。但是，当西方将国际化的运动推进到北太平洋的时候，中、日、韩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

通信方面，都变得紧密起来，其中将“东亚”看作是一个整体区域的想象力应运而生。这次会议的主旨就

是以东亚国际秩序的这种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国国内秩序的变化为主题，展开一场国际性的对话。 

    当西方国家抱着对商业的极度关心，并以新的交通、通信和军事技术再次出现在东亚这一地区时，中

国、日本、朝鲜是如何认识西方世界的？传统的知识体系与此如何融合交错？不管是哪个国家，它们在抵

触的同时，也萌生了对新学的憧憬，于是，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传统的重建，这两种尝试

同时进行。如在日本，当洋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轴时，将天皇置于秩序的核心、家族中儒家的男子优越观

念，也成为一般现象。对于西方的这种抵触和憧憬，各个国家融合交错的方式不同，从而也产生了至今为

止不同的文化。 

    西方的到来，促使各国奋起自卫，其结果是使各个国家演变为“国民国家”。尽管这种演变有早与晚

的区别，但却使彼此之间的国境日益明确，也诞生了促使内部团结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西方带来的海

运网，也促使人们走向国境之外。除走向东南亚之外，大量的中国劳工还涌向美洲大陆。以前几乎无人出

国的日本，也开始有移民飘洋过海。在朝鲜，移民虽然不多，但却出现了外国留学生和政治亡命之士，并

最终对国家的未来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跨越国境的移民、留学、亡命等的相互交错，

使历来的东亚的秩序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预示着二十世纪大变动的来

临。 

    本次会议将以上述一系列问题为课题，分三个分科会，对各国国家的情况加以比较、讨论，从而从总

体上把握十九世纪东亚地区所发生的大转折。 

另外，为了使对话更为顺畅，会议将提供日⇔中、日⇔韩、中⇔韩同声传译服务。圆桌会议的演讲稿也会

在 SGRA 报告论集上用 3种语言刊登，并在 SGRA 的主页上公开。 

 

 ■对应征者的请求 

    就上述相关主题，有意发表或参加讨论者，请发给我们 2000字的论文提要。我们将从中选出符合跨

越国境对话的报告人。但在执笔写作时，请注意尽量通俗易懂，使外国的类似领域的研究者、本国其他领

域的专家也能看懂。选题尽量选那些同一个问题邻国也存在，因而使对话成为可能的、对同一问题不同国

家间认识的异同或解释的不同等问题。期望通过这一过程，参会者之间能形成一种共有的知识与智慧的平

台，开始将来的知的共同努力。 

 

■发表语言 

    发表者可在日语、汉语、韩语三种语言中选择一种语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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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内容 

1，圆桌会议发表论文。 

    圆桌会议分为三场：①对西方的认识，②传统的挑战与创造，③跨越国境的人的移动。每场共有三篇

报告，每种语言各一篇，整场会议共九篇报告。其中约半数为征集论文。论文除原著语言外，还将翻译成

其他两国语言。报告带有同声传译。报告日期：2020年 1月 9日（周四）于菲律宾阿拉邦市的宾馆。 

※会议注册费、住宿费（单人间）、交通费由渥美财团负担。 

2，分科会发表论文。 

    分科会按不同语言分为三场（日语、汉语、韩语），每种语言一篇论文，最多征集九篇论文。报告日

期：2020年 1月 11日（周六）、于菲律宾大学校。 

※会议注册费、住宿费（双人间合住）、交通费（有限制）由渥美财团负担。 

 

■投稿方法 

来稿请写明以下信息： 

1， 姓名（汉字、假名/韩文字母/罗马字）、工作单位、联系方法（电子邮箱）。 

2， 2000字左右的论文摘要。 

3， 600 字左右的简历及主要论文著作。 

4， 推荐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法（电子邮箱）。 

 

■投稿邮箱 

来稿请寄：  kokushi@aisf.or.jp  

 

■截稿日期 

2019年 1 月 20 日（※変更） 

 

■评选结果 

学术委员会将通过严格评选，于 2019 年 3月 31日前公布结果。 

通过评选的论文发表者，我们将通知您在亚洲未来会议的网上办理注册手续。 

 

■有关论文投稿及会议参加的时间流程 

2018年10月开始       小范围内公开征集论文 

2019年1月20日底止    征集论文截稿（论文摘要投稿的截止） 

3月底止        确定报告人，同时选定一般分科会报告人 

4月底止        提交演讲题目、论文摘要、个人简历 

6月1日-7月31日 在亚洲未来会议网上办理注册手续、上传论文 

7月底止        提交圆桌会议报告论文全文（5～10页）  

10月底止       完成圆桌会议论文的日中韩三种文字翻译 

               提交分科会报告论文全文（5～10页） 

12月上旬       向参会人员发送圆桌会议资料、简编报告论文稿集 

2020年1月9日～10日   举行第4次“国史对话”圆桌会议（在菲律宾举办的第五届亚洲未来会议日程内） 

2020年1月11日        举行第五届亚洲未来会议分科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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