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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會日程 
(2011 年 6 月 7 日-8 日, 中國西安) 

 

主辦：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承辦：陝西師範大學 

協辦：西北大學、長崎中國學會 

 

2011-6-6       12:00－23:00   報到：陝西師範大學啟夏院大堂(入住專家樓) 

18:30－20:00   歡迎晚餐 
 

2011-6-7        07:00－08:00   早餐(啟夏苑餐廳) 

 

09:00－09:50   開幕式 

主持人：連清吉(日本長崎大學)、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甘暉副書記致辭 

西北大學 李浩副校長致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 劉樂寧教授致辭 

日本長崎大學 楊曉安教授宣佈“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章程草案和籌

委會名單 

 

09:50－10:10   合影、茶敘 

 

10:10－12:00   第一單元  主題報告 

主持人：吳進安（台灣雲林科技大學） 

祁建民（日本長崎縣立大學） 

(1) 周彥文（台灣淡江大學） 

文獻研究的時序觀 

(2) 趙世超（陝西師範大學） 

中國古代引理如法的得與失 

(3) 李浩（西北大學） 

多稜鏡下的私人領域：圍繞李德裕平泉山莊的文化爭論 

(4) 劉樂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陝西師大） 

傳統與革新：北美中文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12:00－14:00   午餐(學術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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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10   第二單元 專題研討 

一．歷史思想組 （國際漢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周彥文（台灣淡江大學） 

王  暉（陝西師範大學） 

(1) 李哲賢（台灣雲林科技大學） 

   論日本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 

(2) 江淑君（台灣師範大學） 

老子之學非獨任虛無——以薛蕙《老子集解》為觀察之核心 

(3) 李幸玲（台灣師範大學） 

語默之間：戲劇、卮言以及默然 

(4) 張連航  (香港教育學院) 

《史記‧楚世家》與新出清華簡《楚居》 

(5) 祁建民（日本長崎縣立大學） 

近代華北農村的村政與宗族 

(6) 吳進安（台灣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的共命慧—以儒家王道哲學為中心 

 

二．文學文化組 （國際漢學院接待室） 

主持人：侍建國（澳門大學） 

  朱棟林（蘇州大學） 

(1) 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 

書法文化視域中的魯迅與日本 

(2) 林偉淑（輔仁大學） 

試論《林蘭香》家庭宅院的空間隱喻 

(3) 戴華萱（台灣真理大學） 

新故鄉還是他鄉？—張友漁《西貢小子》中的身份追尋與成長論述 

(4) 黃培青(台灣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知與趣的遇合－論《閒情偶寄》草木世界的文人趣味 

(5) 程國君(陝西師範大學) 

“詩的散文美”與艾青的探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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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生論壇 （國際漢學院演講廳） 

主持人：劉樂寧（哥倫比亞大學） 

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 

(1) 吳鵬（長崎大學） 

吉川幸次郎的論語研究 

(2) 黃婕（長崎大學） 

古都文化再生——以京都為例 

(3) 陳靜（陝西師範大學） 

西安的城市文脈與城市色彩 

(4) 王琨（長崎大學） 

明治時人森槐南社詩講義的特色 

(5) 錢真（香港教育學院） 

動詞+施事賓語的歷史發展 

(6) 賀南（長崎大學） 

中日太陽神話的文化意義 

(7) 王曉音（陝西師範大學） 

對外漢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障礙及化解途徑 

(8) 劉惠（陝西師範大學） 

態勢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與應用策略 

(9) 張斐怡(台灣清華大學) 

台灣地區近十年來蒙元史的研究概況。 

(10) 黃惠萍（台灣輔仁大學） 

楊慎《升庵詩話》的反復古傾向及其對七子詩論之修正 

(11) 沈秀蓉（台灣政治大學） 

唐人與宋人編篡文集分類的認知區別──以「雜著」為例 

(12) 朱天（台灣政治大學） 

《詩經》中的「興即象徵」：屬於詩之創作方法的興義辨析 

 

16:10－16:3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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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10   第三單元 專題研討 

一．文學文化組 （國際漢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鄭文慧（台湾政治大学） 

(1) 陳學超（陝西師範大學） 

“世園會”與西安可持續發展 

(2) 楊俊國（常州工學院） 

朱文穎小說中的烏托邦意象 

(3) 馮鴿（西北大學） 

故鄉的想像—解析魯迅之獨特話語 

(4) 吳麗雯(台灣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從「農家類」論中國古農書文獻的發展 

(5) 王繼霞(包頭師範學院) 

民族文化中的糾葛—以回族文學中少年形象為例的考察 

(6) 王美玲（西安交通大学） 

從個性及審美的角度看杜牧和李商隱對晚唐社會的不同感知 

 

二．語言文字組 （國際漢學院接待室） 

主持人：楊曉安（日本長崎大學） 

張連航  (香港教育學院) 

(1) 王暉（陝西師範大學） 

論商之前文學性符號，非文學符號與原始文字區別 

(2) 侍建國 卓瑗妍（澳門大學） 

社會認同與中文教學 

(3) 周國強（長崎大學） 

長崎方言中的外來語 

(4) 趙學清（陝西師範大學） 

海內外互動與海外華文教育發展 

(5) 李鳳蘭（遼寧大學） 

《爾雅》同訓詞語釋讀 

(6) 邵英（陝西師範大學） 

語言拜物教的社會語言分析 

 

18:00---19:30 晚餐 

19:30—22:00 夜游大雁塔廣場和曲江池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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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8    7:00——8:00 早餐 

           8:00 乘車去西北大學 

 

9:00——10:00  第四單元研討  （西北大學） 

   主持人：劉樂寧（哥倫比亞大學） 

陳學超（陝西師範大學） 

(1)連清吉（日本長崎大學） 

宮崎市定的東洋近世論 

(2)鄭文惠（台灣政治大學） 

世變與地景——《秋虎丘》文化敘事 

(3)賈三強（西北大學） 

論元雜劇的本色派 

(4)楊曉安（日本長崎大學） 

        疑問句型辨别的韻律特徵 

 

     10:00—10:20 茶敘 

 

     10：20—11:00 閉幕禮  

      主持人：楊曉安（長崎大學） 

      西北大學副校長總結講話 

      會議召集人陳學超講話 

      宣佈第一屆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理事、副會長、會長名單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會長講話 

 

      11:00——13:00  午餐  （西北大學） 

 

      13:00——18：00 參觀2011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 

 

      18:00——自由活動 

 

2011-6-9 

     7:00——8:00 早餐  

     8：00—— 快樂賦歸 （送部分報名者參觀兵馬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