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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简讯】

（一）2020 年度检查结果

中华日本哲学会顺利通过年检，2020 年度检查结果为“合格”。

（二）2021 年中华日本哲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议纪要

根据学会章程及教育部和民政部相关规定，2021 年 10 月 23 日中华日本哲

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议形式为腾讯线上会议，会议内容主要分为

学会工作情况汇报和学会工作计划两部分，具体会议内容如下。

一、2021 年⼯作汇报（主持⼈：郭连友、李红军）

（⼀）全体⼯作汇报（主持⼈：郭连友）

1、林美茂：关于 2021 年⼯作简报

2、李红军：关于 2021 年财务收⽀情况以及学会年检审计等相关问题的汇报

3、王⻘：关于“⽇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暨中华⽇本哲学会创

⽴四⼗周年纪念⼤会”筹办⼯作的汇报

（⼆）秘书处⼯作汇报（主持⼈：李红军）

4、孙彬：关于新⼊会会员以及征收会费情况的汇报

5、顾春：关于学会网站、公众号运营情况的汇报

6、张晓明：关于《⽇本哲学与思想研究》征稿、编辑等情况的汇报

7、刁榴：关于“尼⼭会议” 征稿与中⽌相关情况的汇报

8、李建华：关于学会《通讯》的编选⼯作计划汇报

二、2022 年⼯作计划（主持⼈：王⻘、林美茂）

（⼀）会刊⼯作计划（主持⼈：王⻘）

1、李红军：法⼈单位拟对学会⼯作的⽀持计划（延边⼤学，李红军⽼师）

2、刘晓峰：会刊《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20》编辑出版相关计划（清华

⼤学出版社，刘晓峰⽼师）

（⼆）会议⼯作计划（主持⼈：林美茂）

3、王⻘：2022 年拟举办研讨会暨年会计划（清华⼤学韩⽴新⽼师，⽇本

⻢哲相关论题）

4、林美茂：尼⼭圣源书院合作计划（中央民族⼤学，孙宝⼭⽼师）

（三）各理事对学会工作的建议

在以上议程结束后，理事们踊跃发言，对学会的工作提出了众多建设性建议，

分类总结如下：

1、开设日本哲学论坛

郭连友老师建议学会开设日本哲学论坛，韦力新、洪军等老师附议。建成一

个连续的、稳定的、长期的学术活动平台，形成品牌。可以让年青学者多亮相，

同时安排老同志做点评。需要注意审批手续，并保持与媒体的良好关系。顾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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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陶金老师建设也可以采取公开课形式， 与喜马拉雅、网易等新媒体合作，

做日本哲学专题的优质资源。

2、出版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文集

赵晓靓老师提议出版 40 周年专刊。林美茂、刘雨珍等老师附议。与郭连友

老师所提的“40 年大事记”相结合，计划出版一本纪念文集。

3、尼山会议的举办形式

李萍老师建议尼山会议可以考虑跟茶道研究所合作，开展东亚茶文化论坛。

邢永凤老师附议，并提出山大儒学研究院院长是圣源书院的执行会长，山大也可

以做些工作。

4、读书会和小组讨论会活动

多位老师建议恢复学会的读书会活动。陈化北老师提议读书会以面对面活动

为主，可以单独组织单个城市的。韩立红老师提议分地区搞讨论组，例如如东北

地区 华北地区等。李建华老师提议读书会的内容设置可以结合通讯上的内容，

找除大家感兴趣的点，请该老师以读书会的形式来汇报相关成果。

5、关于学会的宣传活动

聂长顺老师建议寻求企业等赞助，同时阵地很重要，会刊是重中之重，最后

每年两期。唐永亮老师建议设立国际上（日韩等）知名的教授的交流群。李萍老

师建议印刷 40 周年的折叠宣传彩页。

（三）中华日本哲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 2021 年第 2 次会议纪要

2021 年 12 月 25 日晚，召开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本年度年

第 2次会议，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用线上腾讯会议形式，常务理事中除

3人请假之外，都出席了此次腾讯会议。学会秘书处汇报了 10 月 23 日理事·常

务理事会所提提案的落实情况，并收集了常务理事对于 2022 年学会工作的新建

议。本次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2021 年 10 月 23 日理事、常务理事会上大家建议执行、落实情况汇报

（主持人：李红军）

1.关于建议初步落实以及计划情况汇报：林美茂

关于宣传学会扩大影响的提议，考虑到信息管控，决定先采用短视频形式；

40 周年专刊由郭连友老师主持，秘书处各成员分头行动。尼山会议和读书会 2022

年年初将正式启动；会刊和年会正在按计划筹备。

2.《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20》出版落实情况汇报：刘晓峰

已经与出版社正式签约，由于审核环节变得复杂，正式出版时间将在 2022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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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21 卷》会刊征稿情况汇报：张晓明

2021 年 12 月 6 日已经发布征稿通知，分为年会论文稿件（12 月 31 号前截

稿）和会员其他稿件（22 年 1 月 31 日前截稿）两部分。

4.关于学会《通讯》编选进展的相关情况汇报：李建华

已经基本完成，将在年内发送到会员邮箱。

二、2022 年工作计划（主持人：林美茂）

1.法人单位拟对学会会刊的经费支持计划汇报：李红军

上次理事会后，经过积极沟通，法人单位答应了学会所提出的法人单位每年

资助出资出版会刊的要求、决定每年资助出版一期《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由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与《东疆学刊》协商，争取增设 1期“日本哲学与

思想研究”专栏、还有支持学会的办公经费等。

2.2022 年拟举办年会的筹备进展情况汇报：韩立新

会务组于 11 月 15 日举行了 2022 年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的第一次筹备会，

初步确定会议的主题为“西学东渐：近代东亚思想的转折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22 年年会”，并设三个分会议题：1、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 2、近代日

本思想 3、东亚文化的古与今。会议时间暂定为 2022 年 8 月末/9 月初 ；会议地

点为清华大学新人文楼；参会人数为 50 人（含）以下。

3.编选出版 40 周年纪念文集的计划汇报：郭连友等

编选这本 40 周年纪念文集非常重要并且十分必要，目前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2022 年年初将正式启动。

4.与会常务理事对于明年学会工作的建议。（由于时间关系，大家若有好的

建议，直接微信联系秘书处，由秘书处汇总整理，增补 2022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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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讯】

（一）“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

本哲学会创立 4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召开

10 月 16 日-1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华日本哲学会

联合主办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

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首先致开幕辞。他指出，东方哲学是

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日本哲学是东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研

究所在东方哲学研究及日本哲学研究方面都拥有深厚的传统，涌现出多位学术大

家。他高度肯定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年来对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起到的引

领和促进作用，并对哲学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哲学会之间的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

历史予以肯定，表示本次会议旨在回顾和总结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期待与会学

者在向前辈学习的基础上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开创和谋划新的学

术前沿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建华代表主办方之一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致辞。他指出，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东方文化、东方

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对我国日本

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进行总结和回顾，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推动日本哲

学学科乃至整个东方哲学及东方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日本哲学会法人代表、秘书长李红军代表共同主办方中华日本哲学会致

辞。他回顾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和 40 年来的发展史，特别着重介绍了学会创

立时的背景和历任学会领导人对学会发展壮大作出的贡献，期待本次大会能够起

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学会进一步发展。

开幕式的最后，由特邀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高洪致贺词。高洪首先代表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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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日本研究所，向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 40 周年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高度评价

了中华日本哲学会 40 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期待今后两学会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携手为推进中国的日本研究贡献

力量。

在 16 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学会成立 40 周年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交流会

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常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金才、北京外国语

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郭连友、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原主任

陈化北等著名学者依次发言，大家回顾了学会发展的历史，缅怀了为学会发展和

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朱红星、刘及辰、丘成、卞崇道等学会前辈

学者，特别是回顾了已故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卞崇道先生在北京长期举办“日本哲

学与思想读书会”对推动学会和学科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甦平研究员进行了题

为《致敬前辈、努力到底——日本儒学的哲学形态》的发言，着重介绍了已故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哲学会发起人之一刘及辰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刘及

辰先生对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创立和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卓

越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龚颖研究员作了题为《丘

成先生的留日经历与他晚年的两部译作》的发言，着重介绍了已故哲学研究所研

究员、中华日本哲学会原理事长丘成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丘成先生对日本“实

验伦理学”的研究和翻译经历。

16 日下午举行的主题学术报告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作了题

为《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初期至昭和初期的代表性言论

为线索》的主题报告，梳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如何看待日本传统思想的相

关言论，阐述了近代以前的日本究竟是否存在“日本哲学”的诸家认识，并进一

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作了题为《关

于西田哲学中的“东洋文化”——以〈善的研究〉为中心》的主题报告，着重强

调了老庄思想对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哲学思想的影响，指出西田将老子关于

“有生于无”的本体论改造为包含并超越了有无对立的“绝对无”的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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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打破西方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创建一个世界性的新文化；清华大

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作了题为《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批判》的主题报告，

在评价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对广松涉提出的

“恩格斯主导说”进行了批判；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作了题为《神佛与日本

思想——读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的主题报告，评析了末木文美士以“神佛”

和“王权”的二元对立为主线，从新的视角论述日本思想史的贡献；延边大学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红军教授作了题为《韩儒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与发展》

的主题报告，以韩儒李珥为代表评析了朱熹的学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发展；南

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作了题为《〈都鄙问答〉的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的主题报告，基于《都鄙问答》卷三“性理问答之段”的考察，认为儒家文献是

石田梅岩“三教一致”思想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

研究员作了题为《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题报告，全方位评价了日本

思想家丸山真男对日本思想史学科建构及研究范式确立所具有的开拓性意义。

17 日，与会学者分别在三个分科会上作学术报告。第一分科会为“日本近

现代哲学与思想研究”，与会学者就日本管理思想、日本茶道思想、以及赤松要、

三木清、丸山真男、井上哲次郎等日本学者的学说进行了探讨；第二分科会为“日

本儒学思想研究”，与会学者就日本传统汉学转型、以及新井白石、津田左右吉、

横井小楠、伊藤仁斋、中井履轩等日本学者的儒学思想进行了交流；第三分科会

为“日本文化、宗教与历史研究”，与会学者分别就日本对外认知、日本刀剑文

化、民国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东南亚的活动、以及日本学

者的言论等多个主题进行了报告并交换了意见。其中，哲学研究所魏伟在第一分

科会上以《三木清的人本主义论——以“技艺人”为切入点》为题，探讨了三木

清站在“技艺人（homo faber）”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人本主义进行的批判与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冯璐在第一分科会上以《日本近代茶道反思》

为题，梳理了日本近代茶道在内容及形式上的变迁，指出日本茶道之所以能够成

为日本文化的符号，离不开近代日本茶人对茶道理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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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青研究员致辞。她表

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中华日本哲学会三家创始单位之一，也是中国

日本哲学研究的核心机构，阐明了各位学者参加此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

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的意义重大。王青代表哲

学研究所和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向学会对本次大会的全力支持和大会组委会对本

次大会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感谢，并高度赞扬与会学者贡献的高水平学术报告和高

质量学术探讨。

闭幕式最后由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林美茂教授致闭幕辞。他感谢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对本次大会的鼎力支持，高

度肯定了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他认为从会议中看到了我国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不再仅局限于研究日本人所述所言所思所想，而是从“他者”的视角探索超越单

纯的“日本哲学”究竟如何、展现出开拓学术研究前沿的全新研究姿态。

本次“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哲学

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的开幕式致辞为会议主旨定下了基调；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

究室主任成建华在开幕式致辞中阐明了东方哲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东方哲学视域

下日本哲学的重要性；哲学研究所学者在大会上展现了在日本哲学研究方面的优

秀传统和强大优势。40 余名在京会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广

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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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伟/供稿）

（二）“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

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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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 星期六

开幕式及纪念中华日本哲学

会创立 40 周年主题发言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931 会议室

时间

9：00-12：00

开幕式致辞（9：00-9：45） 主持：洪军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成建华

中华日本哲学会法人代表 李红军

特邀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日本学会会长 高洪

纪念合影（9：45-10：00）

主题发言（10：00-12：00） 主持：林美茂

李甦平：致敬前辈、努力到底——日本儒学的哲学形态

魏常海：卞崇道先生与中华日本哲学会

刘金才：感恩前辈——善于思辨，敢于求异

郭连友：中华日本哲学会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

韩立红：亦师亦友——怀念卞崇道老师

陈化北：贯穿于读书会、学会与学刊中的卞崇道的历史功绩

龚 颖：丘成先生的留日经历与他晚年的两部译作

朱丽君：和卞老师在树人大学一起工作的日子

午餐（12:00-13:30）

主题学术报告

（每人 30 分钟）

主持：洪 军

郭连友

孙宝山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931 会议室

时间

13：30-18：30

第一场（13：30-15：30）：主持：洪军

林美茂：近代以前之“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

王 青：《善的研究》中的“东洋哲学”

韩立新：广松涉的早期马克思解释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王 颂：神佛与日本思想——读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

茶歇（15:30-15:45）

第二场（15：45-17：45）主持：郭连友

李红军：韩儒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与发展

李 萍：论日本式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及管理哲学阐释

韩立红：《都鄙问答》的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唐永亮：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综合讨论（17：45-18：30）主持：孙宝山

晚餐

10 月 17 日 星期日

第一分科会：

日本近现代哲学与

思想研究

（发言 20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主持：韩立新

孙 彬

第一场（9：00-11：00）主持：韩立新

朱 然：赤松经济学的“辩证法”

魏 伟：三木清的人本主义研究

耿子洁：中国社会市民公共空间的特殊性结构——以沟口雄三

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为例

张 晋：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刍议

茶歇（11：00-11：10）

小组讨论（11：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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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931 会议室

时间

9：00-16：45

午餐（12:00-13:30）

第二场（13：30-15：30）主持：孙彬

唐利国：“儒学式近代化”视角的学术可能——

以对“丸山说”的省察为中心

王 超：向死而生：战后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主体论

张晓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与古学派的思想潜流

冯 璐：日本近代茶道哲学的反思

茶歇（15：30-15：45）

小组讨论（15：45-16：45）

第二分科会：

日本儒学思想研究

（发言 20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主持：韩立红

刁 榴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930 会议室

时间

9：00-16：45

第一场（9：00-11：00）主持：韩立红

刁 榴：新井白石与“排耶书”

李建华：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孔子思想》研究

顾 春：学制变革下的日本传统汉学——以“东京大学”的文

科创制为视角

周 江：横井小楠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茶歇（11：00-11：10）

小组讨论（11：10-12：00）

午餐（12:00-13:30）

第二场（13：30--15：00）主持：刁榴

何鹏举：异言何以经世——洋学与新井白石的“正德之治”

贾 晰：尊德性而道问学——探析伊藤仁斋对宋儒之批判及其

性教观之建构

项依然：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茶歇（15：00-15：15）

小组讨论（15：15-16：45）

第三分科会：

日本文化、宗教与历史研究

（发言 20 分钟

提问 10 分钟）

主持：陈化北

贺 雷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一场（9：00-11：00）主持：陈化北

钱昕怡：“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久米邦武笔祸事件再讨

刘 晨：《日本书纪》的神书性格与后世解读试论

刘琳琳：日本中世武家社会的刀剑文化

葛诗嫣：实证主义的视角与人文主义关照——岸本英夫的“宗

教现象”研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茶歇（11：00-11：10）

小组讨论（11：10-12：00）

午餐（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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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所 902 会议室

时间：

9：00-16：45

第二场（13：30-15：30）主持：贺雷

范晓雅：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与德富苏峰关联性刍议

孟硕洋：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以近代著名思想家

蒋梦麟为中心

姚怡然：东北沦陷区东亚青年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

——以伪满建国大学各族学生为例

朱婷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以国际

交流基金的活动展开为中心

茶歇（15：30-15：45）

小组讨论（15：45-16：45）

闭幕式及全体总结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931 会议室

时间

16：45-18：00

全体总结（16：45-17：30）主持：李萍

第一分科会：韩立新

第二分科会：韩立红

第三分科会：陈化北

闭幕式致辞（17:30-18:00）主持：郭连友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青

2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 林美茂

晚餐

（三）“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

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纪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

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

念大会系列活动在主办方的精心筹备、会务组以及学会秘书处的努力下，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圆满结束。由于疫情原因，本次活动调整为两次会议：第一次：10

月 16-17 日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研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此次会议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

式，线下参会者以京津学者为主。第二次：10 月 23 日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面

向全国学者会议主题为“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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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会议致辞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洪军研究员主持。

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致辞。张志强所长指

出，日本哲学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具有特殊位置，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总结前辈研究

成就，在前辈创造的学术基础上重新谋划新的前沿性课题。

其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建华研究员代

表会议主办方致辞，成建华主任指出，东方文化是代表东方各民族的独特标志，

为东方民族生长壮大提供滋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哲学

会，对东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希望此次合作交流为学术研究贡献新力量。

接着是中华日本哲学会法人代表、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红军教授

在开幕式上代表另一个主办方延边大学致辞，李红军教授从学会诞生时间（1981

年 4 月 1 日）、成立背景、建会过程等方面介绍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的成立历史与

学术特质，并对哲学会的历任会长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回顾。

最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

长高洪研究员作为本次会议的特邀嘉宾致辞。高洪会长代表“中华日本学会”向

“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 40 周年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对“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学

术导向、期刊创办、学界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希

望“中华日本哲学会”在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与国际交流方面继续发挥一直以

来的引领作用，创造更大的辉煌。

一、纪念学会成立 40 周年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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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纪念学会创立 40 周年的主题发言环节，由现任“中

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主持主题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甦平研究员。李研究员作了题

为《致敬前辈、努力到底——日本儒学的哲学形态》精彩发言。她的发言首先追

溯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发展历程，对历届会长为学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

价，旨在回顾历史、致敬前辈。接着讲述了自己的新研究，总结了日本儒学的哲

学形态，并阐述了日本儒学之“化体为用”的特质等崭新观点，启发后辈及年轻

研究者对日本儒学新的思考。

接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发表了题为《卞崇道先生与中华日本哲学

会》的回顾性讲演，追溯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即 1981—1992

年，1992—2002 年，2002—2011 年，2011—现在。强调了已故卞崇道先生在此

过程中对学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学会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讲演突出强

调了卞崇道先生的日本哲学研究，特别是在日本近现代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

果，并分析指出卞崇道先生为“中华日本哲学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与铭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金才教授则以《感恩前辈——善于思辨，敢于求异》

为题作了精彩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日本研究经历，指出日语专业出身的日本研

究者，因语言学习的限制，长期接受与语言相关的固定与规范化的训练，造成缺

少思辨能力的问题。他认为，虽然语言学习的长处是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视域，

但容易导致趋同思维定式，从而影响在语言之外的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与思想的

高度升华。因此提出，年轻的研究者要做到善于思辨、敢于求异。提倡向老前辈

学习，特别是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确立。还应当意识到要从多个角度探讨问题。

“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第五届）、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郭

连友教授在《中华日本哲学会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讲话中回顾了日本

哲学会的历史与优秀传统。郭连友教授提及了 80 年代参加由卞崇道、李甦平老

师组织的读书会，这也是他进入日本研究领域的渊源。早期学会的创办异常艰难，

其发展壮大仰仗于诸位前辈和全体会员的团结奉献。学会的学风可总结为：兼容

并蓄、开放包容。重视学会内部的思想多样性，亦着力开拓对外交流，举办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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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国际研讨会，并在国际上形成良好口碑。在发言中，郭连友教授倡议以学会

成立四十周年为契机，编纂四十周年大事记、学者的出版物名录等。最后向年轻

会员提出了坚持优良传统和学风，提升学会影响力的殷切希望。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以《亦师亦友——怀念卞崇道老师》为题，

用自己珍藏的各个阶段的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历史，深情缅怀了卞崇道

老师。韩立红教授回忆博士毕业答辩时卞老师的肯定和微笑，以此为契机开始了

近 20 年的交往。卞老师发起了在北京不定期举办的“日本哲学与思想读书会”

（以下简称“读书会”），还带领读书会的老师们举办和承办各种与日本学界合

作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日本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等学术活动。对韩立红教授

而言，卞老师不仅是学术方面的导师，更是人生道路的导师，影响着自己在人生

路上的行走速度，甚至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和心灵归处。

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化北教授在《贯穿于读书

会、学会与学刊中的卞崇道的历史功绩》的发言中，着重讲述了卞崇道老师贯穿

于“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和中华日本哲学会中的历史功绩，指出了卞老师在读

书会和哲学会从发起成立、到发展壮大、再到取得每项业绩的历程中所发挥的关

键性作用。卞老师不仅召集大家确定了读书会的性质宗旨、基本精神和组织原则，

指导大家规划了哲学会的发展定位、学术制度和人事安排，还带领大家开展了形

式丰富的读书活动，包括会员内部报告会、外部学者报告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书籍交流与推介会等等，并组织大家编印了《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通讯》，在会

内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可以说，由卞老师

发起组织的读书会，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处于沉寂状态之发展阶段的“中华

日本哲学会”，起到了守望学术星火不灭、复燃此后崭新发展之承前启后的重要

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龚颖教授发表了《丘成先生的留日经历与他晚年

的两部译作》，介绍了丘成先生详细的留日（1935 年 10 月——1937 年 7 月）经

历，分析了这种经历使丘成先生完成了丸山《实验伦理学大系》和《纯粹伦理原

论》两部论著的中译本的翻译，这两部著作的成功翻译反映了丘成先生熟谙新康

德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心理学等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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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编审朱丽君老师在《和卞老师在树人大学一起工作的日子》一文

中，回顾了卞老师对于树人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建设的重要作用，介绍了该大学

日语系在卞老师的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实现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体

现了卞老师孜孜以求、刻苦求学的态度，以及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

二、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

10 月 16 日下午，由洪军教授主持第一场学术报告会。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作《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

辨---以明治初期至昭和初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的主题报告。林美茂教授提

出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相似，日本人同样无法避免本国传统思想中“哲

学”有无的思考。经过详细梳理辨析近代初期至昭和初期日本学界如何看待近代

以前传统思想的相关言论，总结出日本学界基本存在的四种探索倾向。第一种，

不涉及辨析日本哲学之有无问题，只是通过阐述中国哲学，近代以前的日本思想

当然也被作为哲学得以确认（西周、西村茂树）；第二种，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

西方意义的哲学相当，而日本的传统思想并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所以“日本无

哲学”（中江兆民）。第三种，不辨析究竟何谓哲学，直接把近代以前的日本思

想作为哲学进行所谓的“日本哲学”重新阐释（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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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日本传统思想中拥有哲学为前提，采用不同的视角企图建构日本哲学史。

为此，通过区分受到大陆思想文化影响的部分和日本固有的内容，产生两种倾向，

第一、仅限于在日本固有的思想文化中探索所谓的日本哲学（村冈典嗣）。第二、

在与大陆思想、特别是儒学的关系中，通过日本化了的传统思想探索日本哲学（西

晋一郎）。林美茂教授最后指出，研究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文化思想，无法绕开

大陆哲学的影响。然而，日本学界却陷入“两难”的境地，无论切割与中国的关

系讲述日本，还是不切割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考察近代以前日本传统，真正

的“日本性”都难以得以确立。正因此，迄今为止，在日本学界，一部完整阐述

“日本哲学史”的论著尚未诞生。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以《关于西田哲学中的“东洋文

化”——以〈善的研究〉为中心》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指出日本近代著名哲学

家西田几多郎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对象化或表象”的逻辑，然而实在并非独立

于意识之外的认识对象，而是不分主客、知情意合一的意识的统一状态，这种主

客合一的直觉主义是“东洋”的哲学以及宗教、道德、艺术的基础，因此西田在

《善的研究》中推出了“纯粹经验”的概念，试图给贯穿于老庄哲学、儒学以及

大乘佛教根底里的东方式直觉体悟加以哲学化的阐释，为以东方文化为精神本质

的日本人寻找一条在哲学和宗教上同以逻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相鼎足的道路。

但是西田认为互相异质的“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实际上也不乏殊途同归

之处，因此有必要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让二者互相补充，以揭示人类

文化的深刻本质”。从一即多这一关于实在的分化发展逻辑出发，西田认为作为



17

“有形文化”的西方哲学与作为“无形文化”的东方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普

遍逻辑的两种形态，就像一树两枝那样，共同形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文化。

其三，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作《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批判》报

告。本报告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担

问题”和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第二部分介绍日本学者对“恩格斯主导

说”的检证，他们从文献实证和思想证明两个角度对“恩格斯主导说”的主要根

据进行分析批判；第三部分得出自己的结论：证明“自我异化”理论并不属于青

年黑格尔派，而属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即经验的个人的自我异化理论（“劳动

的自我异化理论”）。因此认为，广松以是否放弃“自我异化理论”为标准来评

价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上的作用不成立。

其四，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作《神佛与日本思想——读末木文美士<日

本思想史>》专题报告，就其正在翻译的《日本思想史》一书，给出了自己的观

感和视角。首先是有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之辨，正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

样，哲学以西方为镜像，是否适合于东方思想的研究？日本也面临着如何对待

“日本哲学”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学者否定“日本哲学”的存在，而以“日本思

想史”代之。这样虽能较好避免合法性的疑问，但又使得日本思想史的脉络和基

调较难把握，关联到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其次为末木提出

的日本历史中的两极建构，即神佛与王权，而中国则未有此二元的构造，如此就

会迁延而至“日本文明”能否成立的问题，或即日本的自我意识。王颂教授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受到黑田俊雄显密二元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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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学术会议由郭连友教授主持。首先，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

红军教授以《韩儒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为题，进行了主题学术报告。

一方面，李老师论述了李珥在理解理气含义及关系时与朱熹的一致性，此即呈现

出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第一，朱熹和李珥都以“形而上”和“形而下”来

规定理和气；第二，朱熹和李珥都在太极和阴阳的解释中理解理和气；第三，在

理气关系上，朱熹和李珥都坚持“理气不相离不相杂”的原则。另一方面，李老

师主要通过“理通气局”的学说，阐发了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发展。所谓“理

通”，是理无本末无先后之故，不应之时也不先，已应之后也不后，是理之本然

之妙的自若；所谓“气局”，是气已涉形迹之故有本末和先后，在流行之中万变，

不如理自若而千差万别；“理通气局”是理气妙合、体用一源、本体和流行共存

的理论，是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独特发展，也是程朱理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其次，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作《〈都鄙问答〉的汉学文献整理与

研究》主题报告，基于《都鄙问答》卷三“性理问答之段”的考察，认为石田梅

岩的世界本体论思想、“心性”思想、“商人道”思想的“形即心”理论，乃至

于“三教一致”思想，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汉文献。其中世界本体

论和“心性”思想的建构是在孟子思想基础之上发阐而来，这进一步明晰了石田

梅岩思想中的中国来源，促进了学界对石田梅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作《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

方法》主题报告。唐永亮研究员认为，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和合理性，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么立足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深入

分析，要么基于文化接触论视野下对日本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既体现了学理化讨

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

法看似不完全成体系，但这种多元性恰恰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思路，为未来

开拓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第二，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建立在其对

思想史学在日本战后尚未真正确立的现状分析基础上，其目的在于推进日本思想

史研究的学科化。结论认为思想史学科要真正确立，只有多个专业部门共同协作

才能实现。第三，丸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核心支柱包括，使日本思想史研

究更加科学，以及使日本思想史研究学科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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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开始进行分组讨论会议。第一场会议以“日本近现代哲学与思想研

究”为题，分别由韩立新、孙彬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教授作《论

日本式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及管理哲学阐释》专题报告，就 80 年代中国企业界接

受现代管理时，“日本式管理”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管理思想进行

论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政府机关进行改革，开始引入现代管理。但“管

理”一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将会弱化工人的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

道路格格不入。后来，学者提出了“管理二重性”的概念，将管理中的科学原则

与资本主义下的管理模式进行区分，并且由于日本这一中介，减缓了对西方思潮

的抵触，为顺利引入西方管理扫除了障碍。然若进一步而言，日本式管理更是深

切关联至政企关系，接受程度更视体制适应度为何。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朱然老师作了《赤松要的“辩证法”》专题报

告，对赤松在“雁形发展”之外试图构建的“综合辩证法”的经济学体系之所指

进行了考察。赤松试图在黑格尔的观念辨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但这并不是把观念和现实扬弃，而是将它们联系起来，

正如实践本是观念与实际的中间环节。而今天我们重新探讨综合辩证法，不是为

了考订赤松经济学，而是为了探讨日本哲学中将康德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

可能性，避免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放到“上帝视角”上，重新堕落为“以素朴实在

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伟老师作了《三木清的人本主义论——以“技

艺人”为切入点》为主题的报告，旨在探讨日本对近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

与重构。其时，“理性人”的支配地位已发生动摇，三木认为取代理性人的人类

观出现的是一个实证主义的人类观，也就是技艺人（制作）的人类观。三木试图

以“重塑人”为宗旨建构其人本主义，并在对西方古典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时

期的批判反思中，强调德国浪漫主义思潮，重视一种“生命情感”。但仍遗留着

东方式的人本主义问题，亦即未有对东方人的一个尼采式的解构。

北京建筑大学耿子洁老师作了《中国社会市民公共空间的特殊性结构——以

沟口雄三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为例》的报告，认为沟口雄三试图完成一种不同于

“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的亚洲视角的重构叙事，因此关注“民间性空间”概念。

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不同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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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内驱力。耿子洁老师认为，对沟口雄三“民

间性空间”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特殊性结构。 北京外

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张晋博士作了《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田中正造的民主思

想刍议》的报告，考察了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受“国民国家意识”兴起的

影响，其民主思想主要包含倡导地方自立的自治思想、开设国会赋予人民参政权

利、崇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保障民权三方面内容。张晋博士指出，与政府轻视

议会的超然主义的宪法解释相比，田中正造对于宪法的解释是站在国会（人民）

立场上所展开的认识。

下午的讨论，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利国副教授作了《“儒学式近代化”视角的

学术可能——以对“丸山说”的省察为中心》的报告，主要阐述“儒学式近代

化”这一说法，并以丸山为中心进行考察。唐利国教授首先提出了“儒学式近

代”能否成立这一根本的拷问，而这又恰是丸山分析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前提，亦

即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是儒学（朱子）化的。易言之，这一拷问指向分辨究竟是日

本儒学化还是儒学日本化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超教授作了《向死而生——战后日本哲学的主体

论》为主题的报告，关注丸山究竟为近代主义者还是日本主义者，或者是否有“变

节”或转向这一问题。王超教授指出丸山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而不断深入自身的

理解。战前丸山以徂徕学的圣人制作勾勒出自由的主体；战后随着时代情势的变

迁，他转而关注主体对创造局限性的认识，主张一种自省、自律与开放的主体。

而这一转变背后，或许潜藏丸山将近代精神与近代制度分离的思考进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张晓明教授发表了《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与

古学派的思想潜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是一种近

世儒学史的叙述，与中国儒学之间存在思想上的连续。他将古学派看作“日本民

族特有之精神”，这是在其塑造古学派中暗流涌动的一股思想潜流。井上哲次郎

的“日本民族特有之精神”贯穿在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中，进而影响到朱谦之

等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冯璐博士发表了《日本近代茶道反思》的论说，论文

中指出，茶道虽然被冠以“道”之名，但内容和形式却因应时代而不断变化。日

本近代茶道在精神内涵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将茶道作为以非二元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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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方“文化”向欧美国家进行宣传，二是强调茶道中蕴含儒教的人伦思想，因

而具有道德教化的功用。

第二场会议以“日本儒学思想研究”为主题，分别由韩立红、刁榴教授主持。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刁榴教授以《新井白石与“排耶书”》为题进行了第一场

发言。刁榴教授对“排耶书”、新井白石与明朝排耶论、新井白石与日本排耶论

进行了详细论述。论证了新井白石与明朝排耶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新井白石可

作为当时东亚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批判的一个重要节点。最后，她从新井白

石与日本排耶论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新井白石与曾提出过天主教见解的重要日本

知识分子——林罗山、熊泽蕃山、荻生徂徕——的联系与区别。

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建华教授发表的题目是《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

孔子思想>研究》。她首先对津田左右吉其人及其对孔子、儒教思想的观点进行

了介绍。梳理了先行文献中对于津田左右吉其人的研究，将其概括为持有“否定

的、停滞的、蔑视的中国观的民族主义者”，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概括的问题所在。

接着李建华教授对《<论语>与孔子思想》一书进行了梳理，介绍了津田左右吉对

孔子、《论语》思想的研究，其认为《论语》的内容无非概括为道德和政治两方

面，孔子的思想的特殊性也体现在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最后结合当时津田左

右吉所处的时代背景，解释了其思想上的“东洋文化”论否定说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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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顾春教授以《明治学制变革下的日本传统汉学——以

“东京大学”的文科建制为视角》为题汉学参与了日本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

成熟的过程，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与文作了发言，指出传统化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代传统汉学逐渐受到来自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巨大挑战，逐渐走向日本中国

学。因此，顾春教授从六个明治时期的学制案出发，讨论了明治时期东京大学文

科建制过程中传统汉学向日本中国学的转型及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周江博士发表了《横井小楠对孟子思想的继

承与发展》一文。从横井小楠的儒学素养出发，提出其在《时务策》继承和发展

孟子所提出的“恭俭思想”和“仁政思想”，在《国是三论》中小楠将孟子之仁

政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三代之治”理念的观点，这一理念源

自于孟子的“至诚”精神。

下午的会议，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何鹏举教授以《异言何以经世——洋

学与新井白石的“正德之治”》为题作了发言。认为新井白石曾推动以“文治”

为导向的“正德之治”，主张货币改革、限制对外贸易，坚持禁止天主教并增强

德川政权的儒学“正统性”，同时还在对外关系上恢复了将军的“日本国王”的

称号等措施，都与传教士西多蒂的交流以及他本人的洋学积累密切相关。何鹏举

教授重塑新井白石的洋学建构，揭示洋学因素如何嵌入白石经世思想，进而转化

为以“文治”为导向的“正德之治”，将其视为“文明冲突”下所引发的治理改

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贾晰博士作了《尊德性而道问学——探析伊藤仁斋对宋

儒之批判及其性教观之建构》报告，提出伊藤仁斋对于宋儒“性教观”的批判。

认为伊藤仁斋批判宋儒“知性而不知教”，又批判宋儒“知教而不知性”。由此

陷入前后相矛盾的困境。虽然仁斋对宋儒性教观之批判难以成立，但于其反朱子

学中，可以看到仁斋对宋儒的理解，及其想要突破宋儒框架而直面经典的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项依然博士作了《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

诠释》发言。首先指出“怀德堂学派”的中井履轩对于“明明德”进行了不同于

朱子的重新诠释。“明德”是作为外在德行的称赞之语，消解了“明德”之本原

义与心性义。针对宋儒“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等说法，他提出“格物致知”

是一种“知行并进”的道德修养工夫。中井履轩与朱子诠释的不同体现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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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扩充”这一成德逻辑的转换，以及作为这一逻辑转换之基底的“心”、

“理”关系之解构与重建。

第三分科会议以“日本文化、宗教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由陈化北、贺雷教

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钱昕怡教授发表了《“神道乃祭天之古

俗”——久米邦武笔祸事件再讨》一文，叙述了久米邦武因主张神道并非宗教的

观点而遭到了猛烈攻击的事件，原因在于当时的神道家们忌讳“非宗教”的否定

性涵义。伴随着“日本型政教分离体制”的形成与“神道非宗教”原则的确立，

久米“神道非宗教”的主张也得到了朝野的肯定。“久米笔祸事件”的爆发意味

着关于“神道”的讨论已经被收回到国家神道的话语体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熊淑娥研究员发表了《日本的对外认识研究——历史、主题与趋势》

论说，介绍了日本对外认识研究的变迁，分为以反思近代战争与追求战后和平和

以国际秩序与自我认知为主要特征的两个阶段。主题包括西洋与东洋、地域与国

别、权力与秩序、对外与自我认识研究四个主要方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琳琳教授以《日本中世武家社会的刀剑文化》为题，

结合自己“千木民俗”的最新研究作了精彩发言。从“器物”的独特视角切入对

日本文化的研究，讲述了日本利用锐器来消除风灾、带有鲜明巫术色彩、一路流

传至今的的千木民俗。刘老师又阐释了日本中世作为武士家族符号的刀剑文化和

“累代太刀“现象，指明日本武士阶层家族意义的刀剑叙事往往兼具历史性与神

话性。神话叙事与家族象征成为日本中世武家社会刀剑文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诗嫣博士以《实证主义的视角与人文主义关照——岸

本英夫的“宗教现象”研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题作了发言，指出岸本英夫相

对于关注宗教学领域的宗教的社会功能外，更为关注文化社会中人们在宗教意识

层面所感受到的精神体验。一方面，象征性是不同宗教之“神”在教理层面与心

理层面的结合点，使人们通过信仰感受到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人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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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难题，宗教反映出的“生死观”态度是人们面对终极问题的有力武器，也是人

类自主抗争、自我教养、自行建构的重要精神财富。

下午的会议的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范晓雅博士在《梁启超

国民、国家思想与德富苏峰关联性刍议》一文中指出，1898-1912 的明治日本是

梁启超思想的重要来源，德富苏峰初期的平民主义包含着西方的自由、民权等含

义，这对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后构建国民、国家有关思想时起到了参照，可以确定

梁启超受到了德富苏峰著作和《国民新闻》等的影响。

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孟硕洋博士在《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以

近代著名思想家蒋梦麟为中心》一文中，指出蒋梦麟的日本观和日本思想史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一个典型，然而学界对这一群体的日本观却很少研

究，因此文章试图通过以蒋梦麟的日本认识为中心，管窥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

日本观和日本研究，以期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姚怡然博士以《东北沦陷区东亚青年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为中心，通过具体案

例阐释了伪满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在入学前后所经历的身

份认同变化或身份认同困境，并尝试分析了这些变化或困境的产生原因。姚博士

认为，伪建大各族学生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是各族学生

民族意识和归属感的萌发，也是殖民教育失败的直接体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朱婷婷博士发表了《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文化

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以国际交流基金的活动展开为中心》一文，阐述了战后日

本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朱博士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日本以

国际交流基金作为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同时与经济外交相互配合，形成了对东

南亚的整体外交模式，并开展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活动，从而在促进东南亚国家

对日本的理解、日本追求自身文化“国际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会议总结与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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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总结由李萍教授主持，三位分科会主持人对各自会议进行了详细总结。

为期两日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

学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终于迎来闭幕式。

闭幕式由郭连友教授主持。首先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第六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青研究员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致辞，社科院哲学所作为中华日本哲学会创始单位之一，承办了四十周年

的纪念大会，得到了全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此次会议从专家学者的主题报告，到

青年才俊的学术发表，反映了学会日益提升的研究水平，以及发展壮大的研究力

量。在思想碰撞中相互启迪，共同提高。王青研究员向所有与会者和线上会员们，

以及为大会筹备和召开付出大量努力的老师同学表示感谢。

最后是林美茂教授致闭幕辞，林教授在致辞中主要讲了三个关键词，一、疫

情。由于疫情遏阻，开会日期一再延迟，此次研讨会暨 40 周年纪念大会最终得

以顺利召开，感谢主办单位、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中

心的鼎力支持以及全体会员的理解。二、我师。林教授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总结自己从与会者们的精彩发言所得到的启迪，指出术业有专攻，每一个发言者

都是自己的老师，从他们的发言中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方法以及启发自己

的灵性之光。他高度赞扬发言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从会议中也看到了我国日本哲

学与思想等研究的崭新趋势与特点，即不再仅局限于研究日本人怎么想或者究竟

如何，而是更进一步，对日本人的观点进行冷静反思，确立中国学者作为日本之

“他者”的他者视角的学术探索路径，从而追求超越之前仅作为日本哲学、思想

的介绍者、传播者的研究局限，以见日本人所不能见者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研究前

沿，指出学会正由此进入崭新的研究发展阶段。最后强调，学者的精神应该秉承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虚心与高远，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三、感恩。

最后，林美茂教授再次向线上线下与会者以及会议工作人员等谨致谢忱，面向前

辈、同辈与后辈，心怀弥深的感恩结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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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路杨、秦凯丽、郭俣、王蕾、黄和川、盖丽娅）

（四）线上“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倾向” 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哲

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

大会系列活动之二——以全国学者为主的题为“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倾向”

的线上学术研讨会于 10 月 23 日召开。

会议日程：

10 月 23 日 星 期 六

开幕式

8:30

主持：李红军

开幕式致辞：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 林美茂

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 王青

日本哲学会贺信 （魏伟代读）

线上分科会1：日本近

现代哲学与思想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钟）

时间

9：00-12：00

学术发言（9：00-11：00）

主持：吴光辉

会务助理：魏伟

赵 淼：“场所”的媒介化抑或媒介的场所

—— 西田哲学中期向后期转向的内在

逻辑

胡 敏：《“粹”的构造》中的色情主题

那希芳：井上哲次郎的战争认识

王茂林：从“经学”到“哲学”——论井上哲次

郎“三部曲”对明代儒学的传承与开新

小组讨论（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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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分科会 2：日本近

现代思想与社会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

钟）

时间

13：30-16：30

学术发言（13：30-15：30）

主持：赵晓靓

会务助理：李建华

寇淑婷：津田左右吉的“东洋”论

商兆琦：中江兆民《民约译解》中的“自治”－

－兼论其与朱子学的关联

路剑虹：对日本“共同体”理论的考察——以

《思想的冒险》为中心

仲玉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赵必振的早期汉译日

书活动考察

小组讨论（15：30-16：30）

线上分科会 3：东亚思想史

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钟）

时间

9：00-12：00

学术发言（9：00-11：00）

主持： 聂长顺

会务助理：顾春

王 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长屋王的

东亚世界

徐金凤：长崎来舶文人与儒佛思想在江户日本的

传播

高 薇：六谕思想对近世琉球、日本家训的影响

研究

小组讨论（11：00-12：00）

线上分科会 4：日本近

世儒学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

钟）

时间

13：30-16：30

学术发言（13：30-15：00）

主持： 徐晓风会

务助理：刁榴

石 运：“伊物之学”的“古典化”与经义折衷

孟 峰：荻生徂徕“道”之真谛

侯雨萌：“近世国体论者“忠孝日本化”的尝试

小组讨论（15：00-16：30）

线上分科会 5：日本思

想史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

钟）

时间

9：00-12：00

学术发言（9：00-10：30）

主持：江新兴

会务助理：张晓明

刘雨珍：橘守部《神道辩》研究

于 君：军记物语与思想史角度的武士研究

魏凤麟：贝原益轩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刘 晨：《日本书纪》的神书性格与后世解读试论

小组讨论（10：30-12：00）

线上分科会 6：日本佛

教研究

学术发言（13：30-15：30）

主持： 刘琳琳

会务助理：孟硕洋

郝祥满：禅宗修行与中世日本的教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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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

钟）

时间

13：30-16：30

朱坤容：从宗教到伦理：以和辻哲郎的道元研究

为中心

陶 金：闽僧渡日与江户时期的中日佛学对话——

以黄檗宗东传为例

杨 洋：中岩圆月的以佛摄儒和宋代新儒学进入日

本的过程

小组讨论（15：30-16：30）

线上分科会 7：日本历

史与文化研究

（发言 20 分钟，提问 10

分钟）

时间

9：00-12：00

学术发言（9：00-11：00）

主持：陈毅立会

务助理：冯璐

周菲菲：隐性知识与日本技术传承

叶晶晶：论唐物道具在日本茶道形成中的作用

孙 源：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进程中的天皇巡幸——

以明治九年为中心

张 蓓：“虚”“实”并存：日本对华国家形象

构建探究——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

为考察对象

小组讨论（11：00-12：00）

全体综合讨论（16：30-17：30）主持：韦立新

第一分科会：吴光辉

第二分科会：赵晓靓

第三分科会：聂长顺

第四分科会：徐晓风

第五分科会：江新兴

第六分科会：刘琳琳

第七分科会：陈毅立

闭幕式

主持：韦立新

闭幕式致辞（17：30-18：00）

中华日本哲学会法人代表 李红军致辞

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 郭连友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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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致辞：

时值金秋，近日却气温骤降，突然感到季节已经凉到指尖，首先提醒大家别

忘了添衣保暖，衷心祝福大家顺利发展、快乐安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 14 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展开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实现全面脱贫的历史

性元年，而“中华日本哲学会”也值此迎来了成立 40 周年的华诞。在这大喜的

日子里，本来应该是大家欢聚北京，共祝学会的盛年华诞，共商此后如何发展，

却由于疫情的原因，变成了只能以这种线上的形式，与大家在网路空间见面，虽

然有些遗憾，但仍然需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自然界的淫威可以阻隔我们

面对面畅谈，却阻挡不了我们庆祝、交流、Philosophy 的渴望。

1981 年 4 月 1 日，“中华全国日本哲学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延边大学朝

鲜研究所所长朱红星先生为第一任理事长，而第一任会长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及辰先生担任，两位前辈为学会的筹备、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我们永远铭记。1991 年 10 月，学会向民政部重新登记报备时，更名为“中

华日本哲学会”。1991 年刘及辰逝世，由朱红星兼任会长。然而 1992 年朱红星

也驾鹤西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丘成前辈接任学会的理事长主持

学会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学会的学术活动陷入了停滞的状态。面对

这种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卞崇道研究员发起组织了以京津学者为核

心成员的“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由外国专家局陈化北司长在友谊宾馆为大家

提供“读书会”活动场所，使这个“读书会”替代了处于沉寂状态的学会学术活

动。正是“读书会”的存在，让“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学术活动与日本哲学与思

想研究的学术星火得以相传，为进入 21 世纪后的学会恢复正常活动，并逐渐走

向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会能有今天良好发展局面，卞崇道前辈坚

持不懈的引领与陈化北司长的无私奉献，都是大家需要铭记的一段浓墨重彩的历

史足迹。值此庆祝学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谨让我代表学会的第七届全体会员，

向这些学术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当今，学会已进入良性的、崭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前辈们开拓的疆域、创下

的基业，是每一届会长努力和引领的结果，我们需要感恩与珍惜，继承与发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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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优良传统、秉承严肃的学术精神，谦逊的学术品格，不自高自大、也不妄自

菲薄，用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促进学会取得更大、更好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华日本哲学会”是我国从事日本哲学与思想等研究者共同的家园，大家

在这里交流、切磋、互动与进取，大家要用自己扎扎实实、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

在国内外学界获得更多的学术话语权，扩大学会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此次研

讨会所提交的论文，让我们看到了中坚学者、年轻学者们崭新的学术气象。

作为日本学界“他者”存在之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此次会议论文展现出许多

令人欣喜的“他者视角”的明显特征，从观点论证到追求创新，有诸多观点可圈

可点，令人耳目一新，这预示着在中国的日本哲学与思想等研究，正在进入具有

中国学者独特创见与阐发的历史发展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日本哲学

会”将以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现在世界学界关于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学术

前沿，获得真正属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

最后，谨让我代表学会的第七届全体会员，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

方文化研究中心、向学会法人单位延边大学、向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付出巨大

努力的王青前会长以及她所带领的会务组全体成员、向李红军秘书长以及学会秘

书处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全国各地在线上参加此次会议的全体

会员以及主持会议、参加发言的全体专家、学者，致以真挚的祝福！

预祝“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倾向”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作者：“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林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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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活动】

（一）学术新著出版

【专著】

1． 刘 争 著『「例外」の思想 戦後知識人・加藤周一の射程』現代図書 2021-09

2．刘晓峰 著《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1-03

3．郝祥满 著《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03

4．赵晓靓 著《一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对外认识与国家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20-12

5．林美茂 著《公共哲学序说---中日关于公私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0-11

【合著】

1，冯俊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一卷（执笔：古代希腊罗马偏哲学编/6.柏拉图哲

学）/第 263-369 页，人民出版社 2020-10

【编著】

1. 林美茂、李红军主编《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18-2019 卷）延边大学出

版社 2021-6

【译著】

1. 李若愚、张博译《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06

2. 张晓明译《伊藤博文》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05

3. 刘晓军译《中国绘画史研究：山水画论》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12

（二）科研项目立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20 世纪日本文化哲学的转型及启示研究，2021

年度立项（邓习议）

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日本近代国家道路探索问题研究，2020

年度立项（邢雪艳）

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日语言接触中的日本国语建构及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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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研究，2020 年度立项（郝祥满）

4.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井上哲次郎《东方哲学史》的缘起、理路与影响研

究，2020 年立项（林美茂）

5.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2019 年立项(史少博)

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宗教对话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9 年立项(陶

金)

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周易》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20

年立项（李莹）

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孟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9 年立

项（张晓明）

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后期项目：日本工匠文化研究，2019 年立项（周菲菲）

10.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学三十年（顾春）

11.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

2019 年立项（葛奇蹊）

12.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墨学通史”2019 年立项（邢永凤）

【省部级项目】

1. 四川省区域和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课题：国际汉学视野下的日本

东洋史研究，2021 年立项（李若愚）

2.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MTI 日语（笔译方向）特色化教学

方法探索——以《航海文献翻译与研究》混合课程建设为例，2021 年立项（陶

金）

3.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湘学东传视域下清末民初湘籍名士与

日本的关系研究，2021 年度立项（刘晓军）

【日本项目】

1．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Focusing

on Japanese-trained Chinese Scientists，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附属

学校教育高度化・効果検証センター, 14 万円, 2020 年 6 月〜2021 年 3 月（孟

硕洋）

2．日本江户町人的审美意识研究，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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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立项（徐金凤）

3．「国際流動が研究者キャリアに与える影響の実証的研究」広島大学『大学

における教育研究の生産性向上に関する国際共同研究』（2020 年―2021 年）.

（孟硕洋）

【厅级项目】

1. 中国文化对江户时代庶民思想文化的影响研究，辽宁省教育厅（徐金凤）

【高校项目】

1.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项目：从“哲学”的接受到“中国哲学”的诞生，

2020 年立项（林美茂）

2. 厦门大学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边疆考察，2019 年立

项（吴光辉）

3. 厦门大学开放课程建设项目：世界的日本论，2019 年立项（吴光辉）

4. 北京大学《中华文明传播史》编纂研究项目：（王青、王鑫、程茜、张晓明、

叶晶晶、仲玉花、魏伟、李立业、冯璐）

5.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基金项目：中日比较视域下的唐物道具研究， 2万，2020

年度立项（叶晶晶）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中江兆民的思想——再论近代日本的国

权主义，2020 年度立项（黄春婕）

（三）学术论文发表及其他活动

【林美茂 会长】

1.“公”与“私”的相对性与“元私”的本质---以犬儒第欧根尼的行为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期

2.「哲学」の受容と「中国哲学」の誕生----（日本）文明 21，第 44 号（2020

年 3 月）

1．「品茗」の審美属性から中国茶道の本質を探る----（日本）文明 21，第

46 号（2021 年 3 月）

2．“哲学”的接受与“中国哲学”的诞生----哲学研究，2021 年第 4期

3．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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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期

4．从坚持“理学”到接受“哲学”---中江兆民对 Philosophy 译语的立场变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期

5． 2020 年 11 月 6 日—2021 年 1 月 18 日，为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

博士研究生主讲“中国文化特别研究”（共 14 讲）。

6． 2020 年 11 月 29 日，参加“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

学会 2020 年年会”，发表论文“为什么是“哲学？”。

7． 2021 年 2 月 3-5 日，网上参加韩国朝鲜大学灾研究事业团举办的“灾难与治

愈”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面对灾难，哲学何为？”

8． 2021年9月12日，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百年校庆暨国学讲习堂”

举行一场“从‘哲学’到‘中国哲学’”的讲座。

9．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参加“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发表论文“‘日本哲学’的有无

之辨”。

【刘晓峰 副会长】

1. 中国における外国史としての日本史研究《日本史研究》2021 年第 5期（与

刘晨合作，第一作者）

2. 由端午,步入中国古代时空 《光明日报》2021 年 6 月 14 日

3. 端午的“争”与“斗”《中国艺术报》2021 年 6 月 11 日

4.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妖怪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6 月 10 日

5. 成长的中国成长的年 《中国艺术报》2021 年 2 月 24 日

6. 中国节日与中国时间的整体性与结构性 《光明日报》2021 年 2 月 18 日

7. 回首平成时代 日本《中文导报》2021 年 1 月 28 日 21 版

8.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n Culture 《中

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第 42 卷第 1期

9. 年中行事と食ーー『宇多天皇御記に見る』 ハルオシラネ編『東アジアの

自然観』、（文学通信社 2021 年）

10. 丸山真男的“古层” 《读书》2021 年第 8期

11. 中国古代节日食品对日本的影响——以《宇多天皇御记》宽平 2 年 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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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事为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期（与刘晨合作，第一作者）

12. 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 《中国农史》2021 年第 2期

13. 当牛遇上符号学 《博览群书》2021 年第 5期

14. 花朝节:最浪漫的节日 《紫禁城》 2021 年 05 期

15. 从习俗到信仰：蚩尤神话在日本的传播 《文史知识》2021 年第 4期

16. 洞视日本社会的历史之眼 《日本学研究》第 31 辑

17. 打春牛——中国人的迎春仪式 《紫禁城》2021 年第 2号

18. 我的三个学术立场—《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著后感言 《中华读书报》2021

年 1 月 6 日

19. 从风俗画看中国古代节日生活习俗对东亚的影响 《风俗画的 20 世纪:2020

年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1 年

20. 获评 2021 年度清华大学良师益友荣誉称号

【王青 副会长】

1. 西田哲学中的老庄思想因素——以“纯粹经验”与“绝对无”概念为核心，

《哲学动态》2021 年第 7期

【赵晓靓 副会长】

1. 《21 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2021 年第 26 期

【李萍 常务理事】

1. 论日本茶道的现代性，《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期

2. 中日茶道哲学的比较研究，《日本学研究》第 30 辑，郭连友主编，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20 年

【邓习议 理事】

1. “四肢结构与唯识思想”，《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2018－2019》，林美茂李

红军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21 年 4 月

【顾春 理事】

1. 《汉字论》译著，子安宣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 10 月

2. 2021 年 10 月 30 日，参加東アジア日本学会東北·アジア文化学会 秋季連

合国際学術大会

3.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23 日，参加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历史成就与前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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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

倾向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21 年年会。

【高伟 理事】

1．日本近代神话观念与神话学: 基于概念史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期

2．“日本神话的诠释与近世朱子学”，《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期

3． 2021 年 9 月 24 日-26 日，应邀赴珠海市参加广东哲学学会和中山大学哲学

系（珠海）联合主办的“广东哲学学会 2021 年年会”，发表论文“朱熹人欲说

与日本古学派对无欲思想的批判”。

4．《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获

“第九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专著类鼓励奖。

5．清代宫廷戏剧史料汇编与文献文物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20&ZD270）子课题“海外藏清宫戏曲文献文物搜集整理与研究”第 4参与人。

【耿子洁 理事】

1. “九鬼周造的时间论与中国禅宗思想”《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 年第 5

期

2. 2020 年 12 月 5 日-12 月 6 日，应邀赴燕山大酒店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

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九鬼

周造时间论与中国禅宗思想之关系辨析”

【何鹏举 理事】

1．《明清变革与中国道路——沟口雄三的思想世界》《国际汉学》2021 年第 2

期

2．《作为“国家丰饶策”的“自然治道”——本多利明的近世日本维新构想》

《史林》2021 年第 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21 年第 6期转载）

3．《“改良”“变法”抑或“革命”——比较视野下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

新论》《政治思想史》2020 年第 4期

4． 2021 年 10 月 15-17 日参加第一届“跨国史”青年学者论坛并报告论文

【李若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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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泽谕吉女性观及其潜藏的厌女情结”，《东亚评论》第 34 辑，世界知

识出版社，2021 年 8 月。

2. 2020 年 12 月 12 日，应邀赴威海参加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和山东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东北亚地区形势研讨会，发表论文“疫情应对视角下对‘令

和’日本之观察”。

3. 2021 年 10 月 23-24 日，应邀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东芝

国际交流财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日关系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历史

认识与东亚世界实现和解的前景”。

【史少博 理事】

1. 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东疆学刊》2021年第 3期 CSSCI

2. 伊藤东涯《太极图说管见》及《太极图说十论》之探究 《周易研究》2021

年第 1期 CSSCI

3. 日本近代“公德” 发展 与“法治”关系探赜《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CSSCI 2021 年第 4期

4. 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探究《天中学刊》2021 年 1 期，核心期刊

5. 日本儒者视阈中的“朱子学”“阳明学”之异同《朱子学研究》CSSCI 第 37

辑 2021 年 12 月录用待发。

6. 日本近代对“公德”“私德”之辨析《理论学刊》2021 年 5 期 CSSCI

7. 日本近代 的“公德”训言 《日本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期

8. 论日本明治“道德运动”融入的儒家道德《学术探索》2021 年第 2期 核心

期刊

9. 明治时期穂积陈重论“公德”教育《社科纵横》2020 年 11 期 核心期刊

10. 公民“公德”的训练《兰州学刊》2020 年 11 期 CSSCI

11. 论道德共同体及其价值取向《理论学刊》2020 年 2 期 CSSCI

【陶金 理事】

1. 池田大作“人间论”对话思想中的东方佛学理念探源，《世界宗教文化》，

2021 年第 1期，2021.2

2. 儒学传播与古代日本的国家教育，《孔子研究》，2020 年第 3期，2020.6

3. 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 第十届“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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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8

4. 精神人文主义视阈下的当代文明对话问题论析，《精神人文主义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1 月

5. 基督教东传对近代日语词汇体系建构的影响—兼论近代汉字新词对日传播

的历史意义，《世界宗教评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 年 10 月

6. 2021 年 10 月 23 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历史

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

7. 2021 年 10 月 23 日，参加上海师范大学“第七届海洋文明——东亚世界的海

洋认知”学术研讨会

8. 2021 年 10 月 23 日，参加日本创价大学“第 11 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

讨会”

9.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参加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的“国际视野

下的日本学研究”学术会议

10. 2021 年 9 月 25 日，参加山东大学“池田大作与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

体下的东亚智慧”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2021 年 7 月 17-18 日参加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有

形无形文化遗产研究》学术会议

12.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周五-周日）参加扬州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儒家经典诠释与域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晚明思潮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

暨第二届扬州文化书院青年学者论坛”

13. 2020 年 12 月 5 日，参加“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华日本哲

学会 2020 年年会

14. 2020 年 11 月 3 号参加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主办的“宗教与女性价值观研究”

学术研讨会

15. 2020 年 10 月 24-25 日，参加山东大学“回顾与反思：东方哲学研究高峰论

坛”

【唐利国 理事】

1.《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原型吉田松阴》，商兆琦主编《世界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全球史中的东亚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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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近世日本传统学问在幕末转型期的意义——以吉田松阴的家学修业为

例》，闞正宗编《佛教、历史、留学交流视角下的近代东亚和日本：柴田教授退

休纪念文集》，中国台湾台北：博扬文化，2021 年 7 月。

【邢雪艳 理事】

1. 《天皇制国家主义研究》书稿写作中

【张晓明 理事】

1. 东亚儒学的复古思潮与伊藤仁斋的古义学——以《孟子》的诠释为中心，日

语学习与研究，2021-03

2. 从“汤武放伐”的诠释看《孟子》在日本近世的传播——以山鹿素行的古学

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 2 期

3. 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从“天命”到“民本”.日本问题研究 .

2020(04)

4. 《孟子》注解在日本江户前期的转变及影响——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中心，

汉籍与汉学.2020 年第二辑

5.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参加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发表论文“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与

古学派的思想潜流”

6. 2021年5月10日，参加江户时代史研讨会-学术·外交·思想，发表论文“重

新审视山鹿素行的思想史地位——临界与转向的双重意义”

7. 2020 年 11 月 29 日，参加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

会 2020 年年会，发表论文“道之宜、羞恶、公利：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

路”

8. 2020 年 11 月 8 日，参加东亚文化交涉学会 2020 年年会，发表论文“山鹿素

行の思想における孟子受容について”

【范晓雅 会员】

1. 2021 年 5 月 15 日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中日韩研究论坛”上作关于《简析梁

启超“天下”到“国家”的思想演变——以其日本流亡期间为中心》的研讨发言

2. 2021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日本史学学会暨四十周年年会作研讨发言，《简析

梁启超“天下”到“国家”的思想流变——以其流亡日本期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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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1912）》收入论文集

3. 2021年10月17日在“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

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作《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与梁启超关

联性刍议》研讨发言

【冯璐 会员】

1. “日本抗疫工作中大数据运用困局的伦理学思考“，《东北亚学刊》2021

年第 6期（已录用未见刊）

2. 负责撰写《中华文明传播史》下卷第八章“日本江户时代中华文明的传播”

第六节“中医汉方”

3. 2020 年 12 月 5 日，参加“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

学会 2020 年年会，发表“试论西田几多郎的艺术论——以前期西田哲学中艺术

与实在的关联为例”。

4.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参加“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

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 ，发表“日本近代茶道观的哲学

反思”。

5. 2021 年 2 月 3-5 日，应邀参加朝鲜大学举办的“如何进行灾难人文学研究”

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从日本防疫的伦理困境反思生命权与隐私权之关系”。

【郝祥满 会员】

1. 2021 年 10 月 11-13 日，线上参加“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新倾向学术研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2021 年年会”，并发表论文“禅宗修行与中世日本的教养文

化”。

【李月珊 会员】

1. “宫廷祭孔的传统在近世日本的沿革”，《孔学堂》2021 年 3 月

【刘争 会员】

1. 2019 年 6 月 11-13 日，应邀赴北京参加深圳弘法寺和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

中心联合主办的“本焕长老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禅学思想在韩

国的流传与演变”。

【孟硕洋 会员】

1．孟硕洋. 日本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及其破解之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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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 61—66.

2． Reyes, G., Alarcon, N.P., Meng, S., Arogbokun, O., Leota, A., & Mokou,

G. (2020). A future unlike out pres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CED 2020

Student Ambassadors. E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2(2), 22-26.

3．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华日

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

华日本哲学会创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发表论文“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

——以近代著名思想家蒋梦麟为中心”。

4． 2021 年 9 月 17-18 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七

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发表论文“日本博士制度的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

分析”。

【姚怡然 会员】

1．“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评傅高义新著《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

《日本学研究》2020 年第 1期

2． 2020 年 12 月 5 日，在“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做研讨发言《伪

满建国大学的五族学生群体研究》。

3． 2020 年 11 月 28-29 日，在第 5 届北京外国语大学·神户大学国际共同研究

研讨会做研讨发言『満洲建国大学に関する研究総説』。

4． 2020 年 11 月 13-14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东亚区域史学术研

讨会做研讨发言《殖民教育体系下的反满抗日运动——伪满建国大学及其中国进

步学生》。

【周菲菲 会员】

1．“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科学与社会》2021 年第 2

期

2．“隐性知识与日本技术传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 年第 2期

3．“近代日本‘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转型”，《日本学刊》2021 年第 S1 期

4． 2021 年 10 月 22-25 日，应邀前往江西省龙南市参加中国明史学会与中共赣

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暨第二十一届明史国际学

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试析阳明学身体观对近代日本修养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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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 年 12 月 5 日，线上参加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

的“‘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 2020 年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发

表论文“试论阳明学对日本工匠精神的影响”。

6． 2020 年 12 月 2 日，应邀在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做专场报告“课题申报

经验分享交流”。

7． 2020 年 11 月 14-15 日，线上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首都师范

大学东亚区域史会议”，发表论文“日本明治初期的士匠互动及其影响”。

(以上会员活动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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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会员】

新增会员 42 人，分别是瞿亮、贾谋、王侃良、王蕊、魏凤麟、魏正、张政、

古文英、黄嗦咪、史冰容、孙彬、王萍、王宗瑜、魏伟、徐静文、张小苑、尼莎、

刘晨、刘翠、郭俣、路杨、赵雯萱、杨洋、张丽山、寇淑婷、悟灯、郝祥满、林

海顺、刘峰、孙源、王闰梅、邢雪艳、张维薇、周江、高明文、刘伟、钟以江、

孙传玲、孙敏、王振涛、张士杰、全红。以下作简单介绍：

【瞿亮 湘潭大学】

瞿亮，男，1983 年出生，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箱：

Ryo_qu1983@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2.07- 湘潭大学 历史系世界史(日本史)教师

2008.09-2012.06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博士

2009.05-2010.4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文化学术研究者

2006.09–2008.07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硕士

2002.09–2006.07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学士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思想史、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日本传统史学中的兴亡盛衰论”，《外国问题研究》，2013 年第 3期。

“日本儒学发展与舜帝观的变迁”，《武陵学刊》，2013 年第 5期。

“和魂汉才视域下的日本儒学新探“，《武陵学刊》，2014 年 6 月

“日本近代对越南的史地研究述评——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外国问

题研究》，2015.6

“日本史学中的吴太伯后问题”，《挖历史》第二辑，九州出版社，2014

年 9 月

“中国儒学对日本江户时代孝思想的影响”，《武陵学刊》，2018 年第 3

期。

“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世界历史》,2019 年第 4

期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虾夷地开发论” ，《东北亚学刊》，2019

年第 3期。

“《日本外史》公武关系论考—日本近世后期尊皇论的一个侧面”，《日本

研究》，2019 年第 3期。

“明治时代日本世界史教育中的亚洲观”，《世界历史评论》，2020 年 6

月。

“近代以来日本的文明论及国家走向”，《南开日本研究》，2020 年刊。

“超越“一国文化史”书写模式的他者殷鉴——评《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

论》”，南开日本研究，2020 年刊。

“郑成功“忠”形象在中国历史中的塑造与影响”，福建史志，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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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及失败原因探究，东北亚学刊，2021 年

第 3期

“砂糖产业与近代日本的南方扩张”，世界历史，2021 年第 5期

翻译出版“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8——东南亚”，理想国系列•北京日报出

版社，2020 年

参著出版“史学的智慧”，湘潭大学出版社，2020 年。

翻译出版“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商务印书馆，2020 年。

翻译出版“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8——天下泰平”，文汇出版社，2021 年。

2020 年《日本学刊》增刊摘录了《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

识》，2021 年《日本学刊》增刊摘录了《文明论与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走向》

【贾谋 天津社会科学院】

贾谋，男，1989 年出生，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箱：

13642059896@163.co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7.09—2011.06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法学专业本科

2013.09—2016.06 南开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5.04—2016.04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院伦理学专业交换硕士研究生

2017.09—2021.06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7.09 至今 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助理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经济伦理学、日本社会经济史。

《情感主义者为什么要谈理性——简析亚当·斯密伦理学之中的理性概念》，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法国重农学派和道家》，新经济，2021（1）。

《商业社会的隐患及对策》，第九届启蒙运动思想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020.11.15。

【王侃良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侃良，男，1986 年出生，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博士

后。邮箱：ihakumo@icloud.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2.9-2015.6 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2013.6-2014.8 日本成城大学文学研究科交换留学

2015.10-2019.9 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就读，获文学博士学位

2020.1-至今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入站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汉文训读语法、词汇；日本近世、近代语言思想史

研究成果：

荻生徂徠の「訳学」と徂徠点、『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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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生徂徠における助字研究と『助語辞』、『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

化研究』 22、2019

荻生徂徠の訓点資料における左ルビについての考察、『Nagoya

linguistics』12、2019

对近世汉文训读史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跨领域视野下的“训读”与“训

译”，《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2019

荻生徂徠《文理三眛》中的“文理”论考，域外汉籍与研究 22（已录用，

2021 年底或 2022 年上半年刊载）

日本“汉文训读法”制度化的起点——以 1912 年官报《有关汉文教授调查

报告》为中心，高等日语教育 7（已录用，2021 年上半年刊载）

【王蕊 淮北师范大学】

王蕊，女，1983 年出生，淮北师范大学讲师，北外日研中心博士生研究生

在读，邮箱：ruirui655@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9 年 9 月--2012 年 7 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12 年 7 月--2021 年 7 月 淮北师范大学 工作

2021 年 9 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在

读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研究成果，已发表论文：

1.浅谈中日的相亲文化---以媒人的作用为中心，文学界，2011(12)

2.儿媳的梦想·婆婆的智慧---以日本传统家庭中的婆媳关系为例，2012(01)

3.浅析日本人的义理人情观念---以《情死天网岛》为例，安徽文学，2012(01)

4..当代中国家庭的养老问题及对策——以枣庄地区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2013(07)

5.当代中日两国亲属意识比较研究——以亲属认同和交往为线索，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2013(07)

6.浅析日本人的“忠孝观”.北方文学. 2015(10)

7.试论中日“回门”习俗的变迁 ，赤峰学院学报，2019(01)

8.情景教学法在《日本文化概论》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农业工程

学院学报，2019(10)

9.日本の三つ目の里帰りと中国の「回門」の比較研究.日本学論壇.

2019(12)

【魏凤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魏凤麟，女，1986 年出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在读。

邮箱：pealxiaowei@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4-2008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本科

2008-2010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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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至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在读

2010-2020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日语教师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思想文化

研究成果：

儒学视域下贝原益轩的“孝”思想探析，《国际儒学论丛》，2020 年 10 月

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发展，《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 年 1 月

【魏正 北京外国语大学】

魏正，男，1991 年出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在读，

邮箱：gisewei@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0—2014 东南大学 本科

2018—2021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硕士研究生

2021—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思想史、教育史

研究成果：

1、秦石美、魏正：《日本图书馆的老年读者服务调查及启示》，《新

阅读》2021 年 02 期，51~53 页

2、魏正：《关于明治前期“民智观”的考察——以加藤弘之与中

江兆民为例》，《东北亚外语研究》2021 年第 03 期，92~98 页

【张政 中山大学】

张政，男，1989 年出生，中山大学博士在读。邮箱：517321087@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7-2011 广东财经大学 文学学士

2013-2015 中山大学 外国哲学硕士

2015-至今 中山大学 外国哲学博士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哲学

研究成果：译文三篇

《西田几多郎与海德格尔相遇的场所》，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10。

《山崎闇齋论仁》，发表于《日本伦理观与儒家传统》，2017.2。

《以国际哲学为研究目的的现象学方法论》，收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 27 辑, 2021.7。

【古文英 立命馆大学】

古文英，女，1990 年出生，立命馆大学文学研究科在读博士，邮箱：

kobunei@hotmail.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47

2017 年至今 日本立命馆大学 文学研究科日本史专修 博士课程在读

2013.9-2016.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学院日语专业 硕士

2009.9-2013.7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本科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本人是立命馆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史专修在读博士古文英。研究方向为日本

幕末维新期阳明学，研究对象为幕末阳明学者池田草庵，山田方谷，三岛中洲。

研究目的通过研究幕末阳明学及儒学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从新的角

度审视日本思想史。

本人已发表的论文如下所示：

①《東洋哲学の構築からみる「自己表象」の形成―井上哲次郎の「三部作」

を中心に―》，『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報』第 35 号，2019 年 11 月

②「「陽明学者」池田草庵の儒学思想再考－幕末期における折衷的な学問

に着目して」『東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第 11 号，2020 年 3 月

③古文英「山田方谷における君主の仁徳論と撫育政策」『立命館文学』，

第 673 号，2021 年 3 月

【黄嗦咪 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嗦咪，女，1991 年出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在读，邮

箱：huangsuomi@126.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本科 2008.9-2012.6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双学士 其中，2010.9-2011.9 在日本山口大学经济学部交换留学

2、硕士 2012.9-2015.6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日本文化方向 其中

2013.9-2014.9 在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交换留学

3、2015.6-2020.6 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行政文秘岗

4、2020.9 至今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化方向在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中日关系研究、中日跨文化比较研究、文化经济学

研究成果：

【1】 日本的樱花文化浅析 2014《北方文学（中旬刊）》

【2】 日本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 2014《安徽文学》

【3】 产业高度下视角下综合商社功能体系演变研究 2014《时代金

融》

【4】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浅析 2019《文化产业》

【5】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现象 2019《青年文学家》

【6】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对日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2021《海外

文摘》

【史冰容 清华大学】

史冰容，女，1997 年出生，清华大学外文系硕士在读。邮箱：slbr214@163.com

学习与工作：

2011.9-2014.6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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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018.7 兰州大学

2018.9— 清华大学

硕士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主要内容为平安时期文学对白居易

诗歌的受容及平安美学的演绎和发展。

硕士论文题目为《关于<和汉朗咏集>所收白居易诗歌及其影响》，该文主要

分析了《和汉朗咏集》中收录白居易诗歌的特点，并通过与《大江千里集》、《千

载佳句》等同为平安时期编纂诗歌集的对比，总结平安时代不同时期对于同一作

家作品的不同解读方式，归纳平安美学的演绎特点。且后世文学作品中引用或理

解白居易诗，来源多指向《和汉朗咏集》，所以该文以白居易讽喻诗为例，借助

古典文学大系等数据库，分析《和汉朗咏集》的影响路径，从而重新认识其在文

学史上的地位。

【孙彬 中山大学】

孙彬，男，1995 年出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邮箱：1256804380@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7 年 9 月-2020 年 6 月，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专业，获哲学硕

士学位。

2020 年 9 月至今，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日本京都学派哲学、跨文化哲学

【王萍 重庆大学】

王萍，女，1979 年出生，硕士，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邮箱：

Wangping_cq@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7 年-2001 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获学士学位

2001 年-2004 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 获硕士学位

2004 年-至今 重庆大学任教

2014 年-2015 年 东京大学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室 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美学、哲学，日语教育。

发表论文：

《日本“灾难影片”的“灾难意识”》 《艺术百家》2012 年第 4期

《从日本灾难片看日本民族的审美观》 《艺术百家》2013 年第 4期

《今道友信的美学建构解析》 《艺术百家》2014 年第 5期

《日语影视作品中的跨文化交际内涵解析－以影片<Shall we ダンス？>为

例》，《外国语言文学及外语教学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 年 5 月

《新訂 美について考えるために》解说 今道友信著 ピナケス出版

2015 年

《浅析日语影视课程的教学实践》 《青春岁月》2017 年 5 月下

《中日审美意识比较研究》 《青年文学家》2017 年 10 月下总第 626 期

《今道友信美学与中国文化》 《青年文学家》2020 年 1 月下总第 711 期

《今道友信美学思想研究述评》 《北方文学》2020.0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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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日协同学习模式研究综述——以协同学习方式在日语教学过程

中的应用为中心》 《青春岁月》2020 年 12 月中

会议发表：

《日语影视作品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过程中的利用》2014.7. 第二届日

本学高端论坛

《中国与今道友信——关于美》2018.8.15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

《今道友信の「超越」論に見る「東洋」と「西洋」》2020.10.03

2020 年度第 71 回美学会全国大会 日本美学会第 71 届全国美学大会

教材：

《挑战日语口语》（高级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译著：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主持项目：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3YJC720038）：《今道友信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东方美学”建构的启

示》。（已结题）

2013 年度重庆大学自主科研专项重要项目（项目编号：CQDXWL-2013-044）：

《日语影视作品作为视听说教材的应用》。（已结题）

2015 年度重庆大学人文社科类“科技创新专项”跨学科项目（项目编

号:106112015 CDJSK 04 XK 20）：《跨学科视域下的今道友信美学思想研究》

2015 年度重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Y07）:《日语专业

影视课程的现状及教改策略》。（已结题）

2019 年度重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Y09）：《基于协同

学习模式的高年级日语精读课程改革实践》。

译著：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主持项目：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3YJC720038）：《今道友信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东方美学”建构的启

示》。（已结题）

2013 年度重庆大学自主科研专项重要项目（项目编号：CQDXWL-2013-044）：

《日语影视作品作为视听说教材的应用》。（已结题）

2015 年度重庆大学人文社科类“科技创新专项”跨学科项目（项目编

号:106112015 CDJSK 04 XK 20）：《跨学科视域下的今道友信美学思想研究》

2015 年度重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Y07）:《日语专业

影视课程的现状及教改策略》。（已结题）

2019 年度重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Y09）：《基于协同

学习模式的高年级日语精读课程改革实践》。

【王宗瑜 四川外国语大学】

王宗瑜，男，1976 年出生，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邮箱：

wangzongyu@sisu.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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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历：

1994-1998，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

1999-2000，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别科

2001-2009，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研究科

工作经历：

1998-1999，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

2008-2009，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2009 至今，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日关系史；

主要研究成果：

1. （论文）《战后中日民间贸易问题与风见章》，《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

2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论文）《卢沟桥事变前日本财界人士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作为区

域研究的日本学》（上），重庆出版社，2013 年；

3. （论文）《抗战初期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知——以近卫文麿内阁书记官

长风见章为例》，《抗战文史研究 第 3辑》，重庆出版社，2014 年；

4. （论文）《日本教习小林久平一九〇六年的两湖、川黔之行——以对化

学工业和油井的考察为中心》，《文化·越境·表象——中日文化交流

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翻译）《撼动世界史的思想家格斗——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茂木诚 文，

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

【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魏伟，男，1989 年出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邮箱：weiwei_jpphil@outlook.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7年 9月-2010年6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学士学位

2011 年 4 月-2013 年 3 月 早稻田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科 硕士学位

2014 年 4 月-2020 年 3 月 一桥大学 社会学研究科 博士学位

2020 年 7 月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近代日本哲学；应用伦理学；哲学概念的翻译与变迁

研究成果

1、「ヒトの生殖細胞を対象とするゲノム編集技術の応用に関する倫理的

検討」、『尊厳概念のダイナミズム』、法政大学出版局、2017 年

2、「なぜ「nature」が「自然」と訳されたのか」、『ドイツ応用倫理学

研究』、第９号、2020 年

3、《世界哲学视域中的现代伦理议题》，《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7期

4、《尊严、公共性与物化理论》，载《传承与坐标：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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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文 北京城市学院】

徐静文，女，1980 年出生，博士，北京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

箱：chunzirr@sina.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0-2004 年 河南科技学院外国语文学系 英语教育专业 文学学士学

位

2006-2009 年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伦理学专业 哲学硕士学位

2011-2015 年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临床哲学专业 文学博士学位

2015 年 12月至 2018 年 2月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专业 专

职讲师

2019 年 3 月至今 北京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课专职讲师

2018 年 1-2 月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哲学咨询实践课程特聘讲师

2019 年 4-8 月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哲学咨询实践课程特聘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诚信伦理；实践哲学；中日社会文化比较。

论文：

1.日本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 年第 1期。

2.以携手抗疫为契机建立中日命运共同体.《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3.日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商业经济》,2020 年第 11 期。

4.山岸俊男的信赖理论及启示.《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 年 5 期。

5.哲学咨询-践行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观的通道.《学术探索》，2021 年 11

期。

项目：

1.2016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诚信文化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5ZDA038）项目主持人：王淑芹，承担此项目中“日

本社会诚信文化”部分的研究任务。

2.2018 年 1-2 月主持并参与平成 29 年度（2017 年）第 2回大阪大学国际共

同研究促进项目:「死生学と臨床哲学—日中比較研究—」に関する教育・研究

（生死学和临床哲学-中日比较研究-）（编号：64030347）,承担中国部分相关

实践研究和教学任务。

3.2019 年 4-8 月主持与参与平成 31 年（2019 年）度大阪大学国际共同研究

促进项目：「在宅ケアの諸問題—日中比較研究—」に関する教育・研究（居家

照护诸问题-中日比较研究-）（编号：64030347），承担中国部分相关实践研究

和教学任务。

【张小苑 北京联合大学】

张小苑，女，1970 年出生，博士，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邮箱：

zxy7039@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88.9. ～ 1992.7. 山西大学外语系

1996.4～1996.3．日本冈山大学研究生院进修

1996.4. ～ 1998.3.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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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4. ～ 2005.3.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博士课程

1992.8．～1994.3.山西大学外事处

2005.4. ～ 2006.8.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学助理

2008.10. ～2018.12，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任职

2019.12. ～北京市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任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社会思想史、东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关于战后日本家庭变迁的思考——现代化理解的又一视点”《河北大

学学报》2012 年第 1期

2、“关于战后日本知识界对‘近代化’反思的考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3期

3、“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中江兆民的研究综述”《日本问题研究》，2013

年第 4期

4、合著《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主要译著：

1、参与翻译《日中关系 40 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参与翻译《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村田忠禧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3

3、主持翻译《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矢吹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翻译《概念式思考》，好川哲人著，东方出版社，2018

【尼莎 中国人民大学】

尼莎，女，1986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在读。邮箱：nissa@ruc.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

博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

工作经历：

石家庄日报社（文艺副刊编辑）；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外聘讲师（公共政治、职业生涯规划）

志愿经历：

2015 年“中华古籍普查活动”文化志愿者（主办单位：中华古籍保护协会、

国家图书馆）；2018 年“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主办单位：国家汉办、

中国人民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学；中日儒学比较；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女性文学与

关怀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

研究成果：

《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的博爱思想及当代价值》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6期）

《论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及对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发表于《大

庆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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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家园对乡村传统文化修复的路径探索》发表于《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2016 年第 6期）

《先秦时期生态价值观研究——以孟子庄子为例》发表于《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2016 年第 4期）

《共享理念的哲学之维》发表于《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 年第 16 期）

【刘晨 清华大学】

刘晨，男，1986 年出生，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邮箱：lcmorning06@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9 年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学士

2013 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硕士

2019 年 日本京都大学历史文化学专业文学博士

2019 年至今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近世政治史、思想史、日中比较文化史

发表论文：

1、《试论中日盂兰盆节俗之异同》，《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期

2、《和风汉影——日本绘画历史中的三次“唐物”流入》，《文史知识》

2012 年第 9期

3、《日本近世武家节日的确立及其政治意义》，《日本研究》2018 年第 1

期

4、《付家老安藤家の相続問題から見る近世初期の紀州藩政》，《紀州経

済史文化史研究所紀要》2019 年总第 39 期（日文）

5、《近世初期徳川政権の親族政策について》，《史林》2019 年总第 102

卷 3 号（日文）

6、《从宗亲政策试析日本近世武家政治的形成》，《日本学研究》2019 年

第 1期

翻译学术专著：

7、《物语日本史（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 月，原著（日）

平泉澄

8、《江户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11 月，原著（日）藤井让

治

【刘翠 常州大学】

刘翠，女，1990 年出生，常州大学讲师，博士。邮箱：midori2017@126.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2013.09-2016.06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硕士学位

2016.09-2020.06 同上 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20.09- 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中世佛教，日本中世地藏信仰。

mailto:midori201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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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1.《浅谈日本人神佛混合的信仰形态》，《语言文化学刊》第 4号，日本白

帝社，2017

2.『室町前・中期の茶の湯における唐物崇拝』，《日本学研究》第 27 期，

学苑出版社，2017

3.《日语拟声词、拟态词辨析》（共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

【郭俣 中国人民大学】

郭俣，男，1991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生，邮箱：

382086106@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1.09—2015.07 四川大学 本科

2015.09—2018.07 四川大学 硕士研究生

2016.06—2019.06 四川大学美术馆 展览策划

2021.09— 中国人民大学 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哲学、中国美学

研究成果：《〈石涛话语录〉中的“生生观”析义》、《郝量<潇湘八景>

和传统“潇湘八景”的比较研究》

【路杨 中国人民大学】

路杨，男，1992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在读，邮箱：

luy2017@ruc.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1.09-2015.06 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学习

2015.08-2016.04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7.09-2020.06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习

2020.06-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习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先秦儒学研究，日本江户儒学研究

【赵雯萱 中国人民大学】

赵雯萱，女，1994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在读，邮箱：

zwxzhao89@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3 年 9 月—2017 年 6 月 首都师范大学 本科 哲学专业

2017 年 9 月—2020 年 6 月 首都师范大学 硕士 哲学系宗教学专业 儒教方

向

2020 年 9 月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 中国哲学专业 日本儒学方

向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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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儒学、儒教。

成果：

1、《明清“三教合一”与大理“三教寺”》，《原道》，2019 年 11 月。

2、《熊十力<量论>之未作探析》，《大理大学学报》，2019 年 1 月。

【杨洋 中山大学】

杨 洋 ， 女 ， 1985 年 出 生 ， 博 士 ， 中 山 大 学 助 理 教 授 。 邮 箱 ：

yangyang7@mail.sysu.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1 年 4 月-2016 年 9 月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专业 获文学博

士学位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 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历史系访问学人

（Visiting Fellow）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3 月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生

2007年 9月-2010年6月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古典文献学

专业 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8 年 10 月-2009 年 9 月 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交换留学生

2003 年 9 月-2007 年 7 月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获文

学学士学位

2020 年 8 月至今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7年 7月-2020年7月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讲师）

2018 年 1 月-2018 年 2 月 （兼任）日本京都府立京都学·历彩馆京都学研

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中世儒学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书籍史

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

《中世日本に於ける四書の受容と学風の転換》（《“四书”传入中世日本

的过程与日本汉学学风的转变》），京都大学 2016 年

期刊论文

《从“文”向“道”——花园天皇关系文献所见 14 世纪初日本宫廷对汉籍

与宋学的接受》，《文史哲》（待刊）

《自外归内，以内摄外——日本禅僧中岩圆月对儒家“传道谱系”的论说》，

《思想与文化》（待刊）

《〈四书章图〉东亚流传考——以日藏文献为中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待刊）

《花園院と宋学再考》，《京都学・歴彩館紀要》第 1号，2018 年，37-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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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五・六年奥書本<孟子集注>の校合につい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

究所编《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の研究 Newsletter》第１号，2014 年 7 月，9-11

页

《日本最早出版的附训点本<四书集注>：书籍交流史视野中十七世纪初朱子

学在日本的传播》,收入刘玉才编《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3 年 6 月，275-297 页

《村上平乐寺书肆与江户初期公安派在日本的传播：以<元元唱和集>的出版

为中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2012 年 5 月，299-311 页

《<四字经>在中日两国的流传与变迁》，《文献》2011 年第 3期 ，130-137

页

译著

小岛洁《建构世界史叙事的主体性》，《文化纵横》2019 年第 6期，66-74

页

高桥智《日本室町時代古钞本<論語集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6 月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思想史视野下的 13—16 世纪日本儒

学研究”（20CSS015）

主持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青年预研究项目“《四

书》在日本中世时期的接受与阐释”（41300-20101-222412）

主持京都大学アジア研究教育ユニット KUASU 次世代プロジェクト「多元的

な視野のなかの漢籍文化史」（2014 年）

【张丽山 浙江理工大学】

张丽山，男，1985 年出生，博士，浙江理工大学系主任、副教授。邮箱：

zhanglishan85@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2.9-2006.6 浙江工业大学 日语专业学士

2008.9-2011.1 浙江工商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硕士

2011.4-2014.3 （日本）关西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科 文化交涉学博士

2014.6- 浙江理工大学 日语教师

主持的主要研究课题：

2015 年-2016 年 日本住友财团亚洲地区日本研究项目（75 万日元） 已结

项

2015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国家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阴

阳道研究 8万 已结项

2018 年 6 月-2021 年 6 月 国家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20 万 在研

近几年主要论文：

1.张丽山、中国古代土公信仰考、宗教学研究、103 期、2014.6

2.张丽山、日本五龙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 年 10 月

3.张丽山、近代中国の土公信仰――四川と雲南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宗教、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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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丽山、朝鲜半岛土公信仰考、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6.10

5.张丽山、越南灶神与土公之关系、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7.10

6.张丽山、椿大神社土公神陵源流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12

7.张丽山、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見る日本陰陽道の病気対策―「土公病」を

例に、前近代日本の病気治療と呪術、思文阁、2020 年 4 月

【寇淑婷 四川大学】

寇淑婷，女，1980 年出生，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邮

箱：koushuting@live.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本科：2000 年 9 月——2004 年 7 月，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日语系

硕士：2009 年 9 月——2011 年 7 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博士：2015 年 9 月——2018 年 7 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后：2018 年 10 月至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留学：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日本菲利斯女学院大学人文学部 外

国人客座研究员

工作及进修经历：

2018 年 9 月至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2014 年 9 月-2015 年 7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4 年 7 月-2011 年 8 月，本科毕业后就职于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东方文学与文论、日本思想史

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出版译著《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编

著《日本白桦派文学》（日文版，上海交大出版社，2019）各 1部，在海内外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日文期刊论文 3篇，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

子课题“日本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以及其他省

部级课题多项。

【悟灯 浙江工商大学】

悟灯，男，1980 年出生，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邮箱：wudengshijia@yahoo.co.jp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8.04—2009.03 日本大谷大学大学院 佛教学 研究生

2009.04—2011.03 日本大谷大学大学院 佛教学 硕士

2011.04—2016.03 日本大谷大学大学院 佛教学 博士

2016.09—2017.06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2017.09—2020.01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2019.03—至今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01—至今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讲师

2020.06—至今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学、天台学、日本佛教学、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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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1、《天台智顗の『六妙門』の思想的源流》（日文）《天台学報》2013 年

10 月（第 55 号）国际刊物 CINII

2、《天台の行位思想について》（日文）《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2013

年 12 月（第 30 号）国际刊物 CINII

3、《天台智顗の伝記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問題》（日文）《天台学報》2016

年 10 月（第 58 号）国际刊物 CINII

4、《天台宗与日本佛教》《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版论文集

5、《『六妙門』の系統と成立について》（日文）《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2017 年 12 月（66 期）国际刊物 CINII

6、《借鉴日本佛教教育模式建立僧阶、行阶、法阶制度》《中国佛学院与

当代佛教教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年版论文集

7、《天台智顗の初期の円観思想》（日文）《天台学報》2018 年 10 月（第

59 期）国际刊物 CINII

8、《法源寺考》（翻译））《佛学研究》2013 年 12 月（第 22 期）

CSSCI 中文核心

9、《中国佛教的经典解释法》（翻译）《中国佛学》2017 年 1 月（第 40

期）国内辑刊

10、《近现代日本佛教的变革与现代化转型》 《法音》2019 年 3 月（总第

415 期）国内期刊北大核心

11、《何谓佛教忍辱行》《法音》2019 年 9 月国内期刊北大核心

12、《圭峰宗密对天台不定止观《六妙门》的受容》《印度学佛教学》2020

年 7 月国际刊物 CINII

【郝祥满 湖北大学】

郝祥满，男，1968 年出生，博士，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邮

箱：haoxiangman2010@sina.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0 年 9 月-1994 年 6 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在读，获历史教育学士

学位。

1995 年 9 月-1998 年 6 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在读，获世界地区史、

国别史硕士学位。

2003 年 9 月-2006 年 8 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古籍所博士在读，获

文学博士学位。

2004 年 3 月-2005 年 3 月，获“日本国际财团法人奖学金”赴日本大阪国际

佛教大学留学。

1998 年至今任教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任中日社会文化比较研究中

心教授，博导。

2013 年 7 月-10 月，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资格

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

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

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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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理事

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佛教思想文化史(禅宗)、中日关系史、日

本历史、日本文化、中日社会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等。

研究成果：

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 5部，主编 1部，合著参编 5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3项（其中重点 1项）。代表作如下：

（1）著作

1、《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40.5 万字），独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8 月出版。

2、《日本人的色道》（26 万字），独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

版，台湾时英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繁体字修订版。

3、《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30 万字），独著，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6 月出版。

4、《中日关系史（894—1170）》（46.6 万字），独著，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成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5、《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50 万字，独著，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合同 2020 年 12 月以前出版（现校

对中）。

（2）论文（均为独撰）

1、《日本近代绘制地图对清末地图学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

1 月。

2、《日本民族意识下的国家间文化竞争——以平安时代的语境为视角》，

《世界民族》2015 年 10 月。

3、《甲午战后的中国觉悟——以战后新军操练、学校体育的日本化为视角》，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 年 6 月。

4、《日本近代语言政策的困惑——兼谈日本民族“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

《世界民族》2014 年第 2期。

5、《国外近代地图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冲击》，载 2013 年 9 月 12 日《光

明日报》理论版头条，5000 字。本文为《光明日报》理论版特约专稿。

6、《辛亥革命期间的“专制”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期。

7、《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湖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期。

8、《天朝礼治体系下的东亚“封建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3期。

9、《北宋与日本之间的“国书”及国交性质的探讨》，《云南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2期。

10、《解析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期。

11、《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兰州学刊》2006 年第 12 期。

（3）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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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

型”（17FSS009）。

2、主持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日关系史（894—1170）”

（12FSS003）。

3、主持 2020 年国家社科后期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日语言接触中的日本国

语建构及其民族意识”。

【林海顺 延边大学】

林海顺，女，1971 年出生，博士，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箱：

614863028@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1991.09-1995.07 延边大学 法学学士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02.09-2005.07 延边大学 法学硕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

2006.08-2011.03（学校公派）韩国庆北大学 哲学博士 西方哲学

2016.03-2017.03（国家公派）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传统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

2021.09-2022.07（学校公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访问学者 中国传统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

工作经历

1995.05-1997.02 龙井市技工学校

1997.03-至今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东亚马克思主义

研究成果：

以共同负责人（译者）身份，与中方出版社共同主持 3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韩文版翻译项目。《和合哲学论》（2015）、《吾道一以贯之：重

读孔子》（2017）、《周易郑氏学阐微》（2018）。出版译著 3 部。在《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国外理论动态》、《周易研究》等发表 5篇译文。在韩国学术

刊物《哲学研究》、《东亚人文学》、《东洋礼学》等发表十余篇论文。

【刘峰 上海师范大学】

刘峰，男，1984 年出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副教

授，邮箱：fred103@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0—2014 年 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 博士

2014—2016 年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

2016—2017 年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2017—至今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政治思想史。

主要研究成果（CSSCI 论文）如下。

刘峰：《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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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政策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东北师大学

报》2020年第6期

刘峰：《日本在伪满统治中的“自治派”与“统制派”》，《世界历史》2020年第

1期

刘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史学集刊》2020年第

1期

刘峰：《1937～1939年日军的华北治安战》，《江海学刊》2019年第6期

刘峰：《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5期

刘峰：《抗战时期我国华北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联性》，《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9年第4期

刘峰：《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

刘峰：《中日战争初期侵沪日军对公共租界的政策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刘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

4期

刘峰：《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刘峰：《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与行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

年第1期

【孙源 南开大学】

孙源，女，1984 年出生，南开大学博士在读。邮箱：songen96@hotmail.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1.7-2019.7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师

2019.9-今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历史、思想、文化

【王闰梅 华中科技大学】

王闰梅，女，1976 年出生，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邮箱：runmeiw@hust.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6-2000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本科

2003-2005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日本言语文化专业 硕

士

2005-2010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日本言语文化专业 博

士

2000-2002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教师

2011-至今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明治文化史，中日近代思想史

研究成果：

出版专著『梁啓超の近代観――思想的矛盾とその展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7），主审『近代日本研究の方法的基礎――ハーバード・ノーマンをモデ

ルとするイデオロギー分析概論と演習』（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6）。以及 《植

民地的近代と詩社的伝統意識の乖離――梁啓超の台湾訪問をめぐっ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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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月报》第 63 卷 12 期（通号 742，2009.12，pp1-14.）和《政治と文化の

間――小説における梁啓超の近代意識をめぐって》（《现代中国研究》第 25

号，2009.10，pp109-126.）等论文。

【邢雪艳 北京联合大学】

邢雪艳，女，1971 年出生，博士，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邮箱：

adeyaka@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89 年-1993 年，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教育。

1993 年-2003 年，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任教。

2003 年-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课程。

2006 年-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课程。

2010 年-至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日本近代思想史。博士毕业论文《日本明治

时期民权与国权思想研究》。

研究成果：

在《日本学刊》、《日本研究》、《日本问题研究》等发表文章十余篇，最

近的研究成果有：“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与近代国民塑造的价值探讨”《外国问题

研究》；“从欧化主义到国家主义—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日本

问题研究》等。

2020 年“近代日本国家道路探索问题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张维薇 四川大学】

张维薇，女，1981 年出生，博士，四川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箱：

ibi2008@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9-2003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2003-2006 四川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2008-201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日本史方向博士课程（取

得学位）

2010-2011 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史研究科联合培养

2011-今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文系、日本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岗

2016-2017 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特别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关系史。主要学术成果如下：

1、专著：

《关于亲鸾信理论的思想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国内期刊

1、从“贵族”到“庶民”——镰仓宗教改革论考，《西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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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镰仓新佛教之唐宋源流——以“净土”“禅”为中心，《辽宁大学学报》

2012 年第期

3、《亲鸾梦记》之带妻神话论，《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1期

4、.亲鸾语录《叹异抄》及其民众观，《日本问题研究》2010 年第 2期

5、自然法尔与晚年亲鸾的精神救赎——《自然法尔事》文本的重释 2010

年第 1期

6、在唐日籍客卿朝衡安南任职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7期

3、日本期刊

1、奈良期在唐留学生による慕華思想——阿倍仲麻呂を中心とする考察

《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報》，2017 年，第 33 号。

2、如来等同における親鸞の晩年思想―信の救済及び神仙思想を中心に

《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報》，2011 年第 27 号

3、阿倍仲麻呂の唐土での活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立命館大学文学部創設 90 周年記念》2017 年 3 月

4、晩年親鸞の末法観——《正像末和賛》を中心に

《東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2012 年第 4号

5、《教行信証》の歴史的現実性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2013 年第 5号

6、阿倍仲麻呂の在唐活動——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国交的斡旋

《東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2018 第 9 号

7、小谷一郎著《一九三○年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文学・芸術活動史》につい

て

《東アジア言語文化研究》2019 年第 1号

8、阿倍仲麻呂における在唐社交

《東アジア言語文化研究》2019 年第 3号

【周江 信阳师范学院】

周江，女，1991 年出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在读，信阳师范学院讲

师。邮箱：syuukou@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8-2012 年，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大学本科

2012-2014 年，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4 年 8 月起，在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任教至今

2020 年 9 月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读博。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本文化

研究成果：

1、科研项目：主持并完成 2016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

年项目已结项；参与省、厅级科研项目多项。

2、主要论文：

（1）“森欧外与艾丽斯的双重邂逅——论《舞姬》爱情悲剧爱情悲剧成因”，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 1 月；

（2）“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以到中国旅行前的作品《杜子春》

《奇遇》等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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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趣旨”，《信阳师范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 3 月。

【高明文 延边大学】

高 明 文 ， 男 ， 1985 年 出 生 ， 博 士 ， 延 边 大 学 讲 师 。 邮 箱 ：

gaomingwen1844@163.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5-2009 菲律宾基督大学 宗教哲学专业（本科）

2012-2015 延边大学 哲学学科（硕士）

2015-2019 全南大学 哲学科（博士）

2019 年 9 月至今 延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韩国哲学

研究成果：

“丁若鏞性嗜好說的局限性及其之後：身體化的性嗜好”《哲学论丛》（KCI）

2018。

“自然主义视角下丁若鏞與李濟馬的人性論”《汎韩哲学》（KCI）2018。

“基督教和大巡真理会的道成肉身思想之比较”期刊名:《大巡思想论丛》

（KCI）2020。

“Book Review：The Ontology of Benevolence”Journal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20 等。

【刘伟 爱知大学】

刘伟，女，1984 年出生，爱知大学博士在读。邮箱：liuweinagoya@gmail.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9 年 4 月－2011 年 3 月 别府大学日本语课程

2011年 4月－2015年3月 爱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比較文化

2015年 4月－2018年3月 爱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科（硕士）

2018 年 4 月至今 愛知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研究生）

2018 年 4 月至今 名古屋南高中 （兼职翻译）

研究方向：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

研究成果：日本茶道と中国茶芸比較研究；中日茶道具比较

【钟以江 东京大学】

钟以江，男，1972 年出生，PhD，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邮箱：

Kyoto8138@gmail.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3.7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英文系 学士学位

2002.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 硕士学位

2011.8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 博士学位

2011.9-2013.9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

2014.4-至今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方向：近现代日本思想和文化史，日本宗教和国家，宗教和世俗性，日

本帝国史，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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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The Origin of Modern Shinto in Japan: The Vanquished Gods of Izumo.

London: Bloomsbury, 2016.

“自由，宗教，与明治时期近代国家之形成（1868-1889）“ 《亚洲研究评

论》（Asian Studies Review），2013，38-1，53-70。

“靖国神社与当代日本之信教自由问题“ Henning Glaser and Dirk Ehlers

编，《国家与宗教：冲突与合作之间》 (Baden-Baden: Nomos, 2020)。535-561

页。

“‘裏日本’，发展，和东北亚的帝国主义“（‘The Backside of Japan,’

Development, and Imperialism in Northeast Asia）The Asia-Pacific Journal

亜 細 亜 太 平 洋 月 刊 誌 ， 2021 ， Vol.19, Issue 6, No.3

（https://apjjf.org/2021/5/Zhong.html)

【孙传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孙传玲，女，1985 年出生，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日语系主任。

邮箱：sunchl@nuist.edu.cn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02 年 9 月-2006 年 6 月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本科）

2006 年 9 月-2008 年 6 月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 （硕士）

2008 年 10 月-2013 年 6 月 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

2014 年 1 月至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日语系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日本近世儒学思想与神道

研究成果：

日本近世初期神话解释中的朱子学思想--以山崎暗斋对“天神七代”神话

的解释为例，《东疆学刊》（CSSCI），2019 年第 2期，独立作者。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东疆学刊》（CSSCI），2016 年第

3期，独立作者。

山崎闇斎の「中」概念，『日本研究』第 49 集（国外期刊），2014 年 3 月，

独立作者。

儒学在明治日本的变迁及其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阅江学刊》，

2015 年第 3期，独立作者。

山崎暗斋对《日本书纪》中“天神七代”的神话解释，，《安徽文学》（下），

2017 年第 3期，独立作者。

贝原益轩对朱子学的继承与批判—朱子学的一种“日本化”模式，《合肥学

院学报（综合版）》，2019 年第 6期，独立作者。

主持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近世初期的神儒习合思想研究》（14CZX035），

已结项（结项时间 2019 年 4 月）

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世日本儒家生态哲学思想研究》（20CZX035），在

研

【孙敏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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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敏，女，1979 年出生，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箱：

1013511107@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7-09 至 2001-07, 山东师范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本科

2001-09 至 2004-07, 首都师范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硕士

2004-09 至 2009-07, 北京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博士

2006-10 至 2007-09,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研究室,

特别研究生

2009-08 至 2013-08,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系, 讲师

2013-08 至今,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系, 副教授

研究方向：柳田国男思想研究

研究成果：

1、项目:

“柳田国男民俗文学与日本神灵记忆的建构研究”（20BWW015），国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2020-2025.

“日本的人神信仰研究”(15YJCZH15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15-2020。

2、专著:

《日本的人神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论文:

《日本山神信仰中的民族国家记忆》，《日语学习与研究》,2020(5)。

《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的变迁》，《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4)。

【王振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振涛，男，1995 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在读。邮箱：

1763714417@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4 年 9 月-2018 年 6 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本科在读，获历史学学

士学位。

2018 年 9 月-2021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系硕士在读，

获法学硕士学位。

2021 年 9 月-2025 年 6 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史系博士。

2019 年 9 月-2020 年 2 月，日本明治大学文学科史学部交换留学。

研究方向：战后日本思想史、社会思潮、日本历史等。

研究成果：

1、《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日本研究》2020 年第 4期。

2、2019 年 11 月 16 日第 10 届明治大学·高丽大学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论文：

『清水幾太郎研究の変遷と課題』。

【张士杰 大连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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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杰，男，1978 年出生，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副教授。邮

箱：zhangshijie1978@126.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7.9-2001.7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文学学士。

2001.9-2004.7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文学硕士。

其间 2003.3-2004.2 [日本]日本北陆大学中国文学科留学（国际交流基金）

2007.9-2012.6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2004.8 至今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留校任教。

其间 2009.7-2010.1 [日本]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万叶古代学研究所），

海外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汉学（《论语》学）、中日比较文学。

研究成果：专著 1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6项。

专著：《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2015,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获辽

宁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论文：

1、辨朱与求原的逻辑——中井履轩《论语》诠释路径及其与朱学之关系，

载《齐鲁学刊》2021（3）；

2、服部宇之吉孔子教的意识形态向度，载《东疆学刊》2020（3），第 1

作者；

3、近世日本《论语》学述要，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9（3）；

4、消解与重建的逻辑——论白川静的孔子形象书写，载《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7（4）；

5、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4（2）；

6、武内义雄的《论语》原典批判，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2）；

7、日本《论语》接受的流变轨迹，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1）；

8、试论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以『孔子論·材料論』为例，载《日语学习

与研究》2009（1）

【全红 延边大学《东疆学刊》】

全红，女，1970 年出生，硕士，延边大学《东疆学刊》副教授，邮箱：

381163983@qq.com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90 年至今，延边大学《东疆学刊》编辑部，编辑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东北亚文化研究 栏目编辑

中日文学研究栏目编辑

中华日本哲学会 秘书处编 本期责任编辑：李建华 姚怡然 刘天媛

2022 年 1 月 28 日

秘书处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邮编：

133002 联系电话：0433-273-3080 学会网址：www.cssjp.org

公众号：中华日本哲学会 邮箱：cssjp@ybu.edu.cn

http://www.cssj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