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漢學學會第四屆學術年會 

暨首屆新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日程 
（2013年 9月 12—13日‧中國廈門） 

 

主辦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廈門大學‧西北大學‧臺灣淡江大學 

承辦 

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廈門大學新僑研究院‧廈門大學孔子學院發展研究中心 

協辦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2013年 9月 11日(星期三)   全天報到：廈門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逸夫樓 

 

2013年 9月 12日(星期四) 

08:30－09:00  開幕式 

主持人：呂子玄（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副院長） 

楊曉安（東亞漢學研究學會副會長‧秘書長） 

  1.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現任會長、日本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 致辭 

  2.廈門大學社科處領導 講話 

  3.廈門大學海外學院/國際學院院長鄭通濤教授 致辭 

 

合影(廈門大學科學藝術中心樓前) 

 

09:00－10:20  主題報告 

  主持人：連清吉（長崎大學教授） 

  1.主講人：鄭通濤（廈門大學教授） 

漢語國際推廣與文化傳承、文化傳播的協同創新 

  2.主講人：劉國深（廈門大學教授） 

(題目待定) 

 

10:20－10:40  茶歇 

 

 

 



10:40－12:00  第一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陳學超（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1)楊曉安（長崎大學教授） 

多義消歧中的重要韻律手段 

(2)陳榮嵐（廈門大學教授） 

   從傳統漢學、現代漢學到新漢學的嬗變 

(3)周彥文（臺灣淡江大學教授） 

由唐代詩人論文學史的書寫  

(4)王  暉（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簡論中國先秦編年體史書在世界古代史學中的地位 

 

10:40－12:00  第二場(會場：集美 204) 

主持人：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1)賈三強（西北大學教授） 

《陝西戲曲史》引言 

(2)趙望秦（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底本新探 

(3)楊遇青（西北大學副教授） 

從台閣體到復古派：政治視閾下的文學話語轉型 

(4)黨  斌（陝西社科院古籍所助理研究員） 

唐代藩鎮地理特徵研究 

 

12:10－13:00  午餐(廈門大學 逸夫樓一樓) 

 

13:00－14:50  自由活動。參觀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魯迅紀念館，遊覽校園 

 

15:00－16:20  第三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胡  旭（廈門大學教授） 

(1)陳學超（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王國維超功利的文學觀 

(2)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論魯迅“新三立”的人生境界 

(3)韓  琛（青島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教師） 

近代的超克、漫長的東亞 20世紀與“竹內魯迅” 

(4)任增強（中國石油大學（華東）英語系） 

海外的漢學研究：劉若愚與 Fenollosa 的邂逅 

 

 

 

 



15:00－16:20  第四場(會場：集美 204) 

主持人：王  暉（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1)祁建民（長崎縣立大學教授） 

綏遠事變與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 

(2)周建忠‧嚴婧（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 

   翟理斯《屈平》（1884）研究 

(3)張春田（香港理工大學教師） 

“國學”的文化政治——重探南社人之間圍繞“國學”的論爭 

(4)張連航（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逸周書》＜皇門解＞的年代標記 

 

16:20－16:40  茶歇 

 

16:40－18:00  第五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周彥文（臺灣淡江大學教授） 

(1)董淑玲（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 

論《紅樓夢》的場景設計一以第二十七回為例 

(2)黃淑貞（亞洲大學助理教授） 

   從小說到電影敘事視角的改變─以《風聲》為例 

(3)戴華萱（臺灣真理大學助理教授） 

台灣女聲—七○年代台灣女性散文家的鄉土書寫 

(4)黃文倩（臺灣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約聘專任講師） 

莫言在台灣被接受的典律意義 

 

16:40－18:00  第六場(會場：集美 204) 

主持人：陳榮嵐（廈門大學教授） 

(1)方環海（廈門大學教授） 

西方漢學中的漢語詞類及其特徵意識 

(2)曾小紅（廈門大學教授） 

   從孔子的語言實踐談對外漢語教學 

(3)胡  旭（廈門大學教授） 

中古五言詩之上尾、鶴膝考論 

(4)曾文彬（日本中部大學名譽教授） 

 (題目待定) 

 

晚宴：18:30－，   大豐園 

 

 

 

 



2013年 9月 13日(星期五) 

 

08:30－09:50  第七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祁建民（長崎縣立大學教授） 

(1)王誠（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心學化闡釋和儒釋道會通——《焦氏筆乘‧讀論語》試析 

(2)常大群（廈門大學教授） 

   《論語》“仁愛”涵義考釋 

(3)江淑君（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朱得之《老子通義》中的心學論述 

(4)陳紹聖（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講師） 

法藏「如來林菩薩偈」之心識思想研究—以「水波喻」及空性為解讀線索 

 

08:30－09:50  第八場(會場：集美 204) 

主持人：賈三強（西北大學教授） 

(1)普義南（臺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 

明代詞選對夢窗詞的選錄與評點 

(2)謝旻琪（元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許學夷對元和時期詩歌的看法 

(3)陳蕾安（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偽齊時期散文及其繫年考 

(4)賴靜玫（臺灣淡江大學兼任講師） 

最是橙黃橘綠時—論蘇軾元祐時期詩歌特色與生命治理 

 

09:50－10:10  茶歇 

 

10:10－11:30  第九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方環海（廈門大學教授） 

(1)馬燕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無顏色含彩詞語義分析 

(2)范清冰（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教師進修學校講師） 

   周易曆算與西周王年新解 

(3)高  芳（長崎縣立大學特任講師） 

唐通事唐話教本中的文化教育管窺 

(4)楊彩賢（西安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漢語親屬稱謂詞“姊”與“姐”的演變關系考 

 

 

 

 



10:10－11:10  第十場(會場：集美 204) 

主持人：楊曉安（長崎大學教授） 

(1)連清吉（長崎大學教授） 

吉川幸次郎的中日近代中國學綜述 

(2)松岡純子（長崎縣立大學教授） 

   1950年代『許地山選集』の編纂から─「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について 

(3)吳鵬（天津師範大學講師） 

貝塚茂樹的《論語》研究 

 

博士生論壇 

2013年 9月 13日(星期五) 

 

08:30－09:50  第十一場(會場：集美二 101) 

主持人：江淑君（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1) 薛榕婷（臺灣淡江大學博士生） 

先秦諸子家數論 

(2) 孫曉濤（陝西師範大學博士生） 

   再論沈從文與書法文化 

(3)葉揚曦（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 

朝鮮李朝文士的關廟書寫芻議 

(4)王晨光（貴州大學博士生） 

地方爭權的思想資源──對西漢《周禮》封建制度討論 

(5)邱怡瑄（臺灣大學博士生） 

以學問治詩：近藤光男（1921- ）之《清詩選》與其清詩批評觀 

 

09:50－10:10  茶歇 

 

10:10－11:30  第十二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戴華萱（臺灣真理大學助理教授） 

(1)杜學林（西北大學博士生） 

《中華竹枝詞》、《歷代竹枝詞》補遺—兼及屈復《變竹枝詞》中的民俗史料 

(2)趙惠瑜（臺灣東吳大學博士生） 

   陳夢家的神話研究─以水的神話為例 

(3)楊閩威（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玉光劍氣集》中的明末史事考述 

(4)吳美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夢了為覺，情了為佛──談湯顯祖的後二夢 

(5)鄭雲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情與禮之間：乾隆對孝賢的鍾愛 



 

12:10－13:30  午餐 

 

13:30－14:50  第十三場(會場：集美 201) 

主持人：連清吉（長崎大學教授） 

(1) 曾守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詩史」 

(2) 林淑貞(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尋找記憶：白先勇《台北人》「不在場」之敘事策略 

(3) 陳昇輝(淡江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論孫奇逢「道統觀」之建立及其作用 

(4)吳麗雯(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古農書文獻中蘊含之飲食文化探究─以《齊民要術》為例 

(5)李懿純(輔仁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發覆道真、釐定老莊—釋性通《南華發覆》解莊立場析論 

 

 

15:00－15:30    閉幕式（集美二 201） 

主持人：楊曉安（長崎大學教授） 

  1.廈門大學海外學院/國際學院院長鄭通濤教授 講話 

2.臺灣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作會議總結 

3.東亞漢學研究學會新任會長致閉幕詞 

 

賦歸、文化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