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草案 3/13)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二松學舍大學 21 世紀 COE卓越計畫

＊協辦：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日期：2008 年 3 月 28 日、29 日（星期五、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A 廳）及文學院視聽教室（B 廳）

3 月 28 日（星期五）

報
到

8:30
︱

9:00

A
廳

領取大會相關資料

開
幕
式

9:00
︱

9:10

A
廳

主持人致詞：葉國良院長
貴賓致詞：李嗣涔校長
貴賓致詞：佐藤保教授

主
題
演
講

9:10
︱

9:50

A
廳

主持人：鄭清茂教授
主講人：林文月教授

演講題目：平岡武夫教授的『白居易』
【本專題演講由「簡靜惠人文講座」贊助】

9:50－10:00 與會學者全體合照

主持兼評論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第
一
場

10:00
︱

12:00

A
廳

黃
俊
傑

大谷雅夫 近世日本における『論語』受容の一端：「孰謂微生高直」

林慶彰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的解經方法

張寶三 江戶儒者東條一堂《詩經標識》研究

B
廳

川
合
康
三

中島貴奈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陸游詩受容について：中後期を中心に

陳瑋芬 西學入眼來：幕末維新的留學生與「漢學」的轉折

劉苑如 從雞黍約到菊花約：一個死生交故事的中、日敘述比較

12:00－13:10 午 餐

第
二
場

13:10
︱

15:10

A
廳

Nguyen
Thi
Oanh

石塚晴通 江戸時代の漢文訓読

佐藤將之
中國思想與日本思想史之間：
荻生徂徠思想中荀學因素之研究的萌芽與挫折

賴毓芝 從《墨林今話》的編輯看明治初年中日文化圈的往來

B
廳

楊
儒
賓

徐興慶 異域知識份子的結識：試論朱舜水與安東省菴之思想異同

童長義 京都豪商、宋代儒先與伊藤仁齋的功利思想

藍弘岳
明代古辭派與荻生徂徠之「古文辭學」：
以李‧王之詩文論相關著作的輸入與接受‧展開為中心



15:10－15:30 茶 敘

第
三
場

15:30
︱

17:30

A
廳

佐
藤
保

松浦章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

清水正之 江戸の和学（国学）の成立と漢学

廖肇亨 四海斯文自一家：江戶前期日本儒者詩文中的世界圖像

B
廳

陳
明
姿

中村綾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水滸伝』研究の様相：
『水滸伝』四知館本をめぐって

朱秋而 村瀨栲亭與關西詩壇

3 月 29 日（星期六）

第
四
場

9:10
︱

10:30

A
廳

徐
興
慶

甘懷真 日本江戶時代儒者的天下與中國概念

佐藤一樹 漢文著作の近代：正史編纂と『東京新繁昌記』

B
廳

王
國
良

高山節也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漢籍目録について

金培懿
笑話／文化．漢化／和化：
江戶漢文笑話中所凸顯出的文化思想意涵

10:30－10:50 茶 敘

第
五
場

10:50
︱

12:10

A
廳

石
守
謙

林麗江 從明代《帝鑑圖說》一書看張居正的「聖王再塑」

中谷伸生 大坂の絵画と明清の絵画

B
廳

莊
文
達

印藤和寬 富永仲基の尺度・楽律研究（『楽律考』）について

中本梅衣 蘐園学派と音楽（論文代讀）

12:10－13:10 午 餐

第
六
場

13:10
︱

15:10

A
廳

張
寶
三

佐藤進 藤原惺窩の経解とその継承

片岡龍 伊藤仁斎における『孟子』

張崑將 近代中日陽明學的發展關係及其形象比較

B
廳

石
塚
晴
通

W.F.VandeWalle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漢文学と蘭学の接触

Nguyen Thi Oanh ベトナムの漢文訓読とその資料

金勝一 韓國儒學對德川幕府中央集權制的貢獻

閉
幕
式

15:20
︱

15:30

A
廳

主持人：葉國良院長

※發表時間每篇 15 分鐘。主持及評論每篇 10 分鐘。口譯論文每篇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