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7636

10位ISBN编号：7101077633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编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

内容概要

　　有鉴于此，我们创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这份刊物将在汉学这个领域内，提供最新的信息，展开生动的对话，大家可以在这里轻松地相聚，交
换信息，交换心得，互相切磋，自由辩论，以心相交，以诚相待。
这种亲切和睦、彼此尊重的学术气氛，对于推进学术，增进友谊，是很有益的。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和本刊的学术追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高端与前沿。
这当然不是一时能达到的，但是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逐渐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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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学论坛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Laurence Picken and the Tang musical modes京都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辨
与宋代佛教说话关于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华峯文库《中华正音》经典诠释他者视域下的儒家经典
：《孟子》英译本比较研究《三国志》英文选译本评析文献天地扶桑留珎：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
佚存初考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日本室町时代钞
本《论语集解》的研究高丽林惟正《百家衣集》续探关于阮元的两条资料——论阮元晚年的思想倾向
红楼其神燕园其魂兼收并蓄洋粹为鉴——试论北大图书馆有关中国西文珍本的收藏及研究国家图书馆
藏普意雅先生（Bouillard Georges）著作考汉学人物纪念孟森先生编者按孟心史（森）先生遗稿发现记
追寻祖父——孟森阳湖孟心史著述遗稿捐赠目录我所认识的杜德桥被人遗忘的日本人八户弘光——19
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往来的一例研究综览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
（CBDB）网络时代海外中国研究文献的检索中国文化史文明史书目（西文、日文、韩文）论著评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序言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代译后记《
剑桥中国文学史》简介——以下卷1375～2008为例一部值得重视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新作基地纪事国际
汉学系列讲座纪要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事记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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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杉山先生：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听我的讲座，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感谢。
在这个房间我做演讲是第二次，从现在开始我大概讲一个半小时。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这个题目对我来说非常难，因为很显然对中国文
明的了解在座的各位都比我知道的多。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成为一种世界史，当然我知道的世界史也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懂十几国语言，所以能从许多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史，今天我就谈一谈我的感想，演讲完毕后请大
家不吝指正。
我先讲一讲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京都大学文学部签有学术交流协议，北大和京都大
学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北大是1898年，我所在的京都大学是1897年，早一年。
京都大学和北大的老师有很多交流，交流的结果是签订了那个协议。
日本有许多学会，其中的东方学会聚集了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会和中国的学会不太一样，
是没有钱的，只有东方学会特别有钱，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背后是日本的外务省。
正如大家所知的，中日发生过战争，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个时侯我还没有出生。
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中国将来会怎么样还看不太清，外务省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日本之所以战败
，就是因为没有与中国搞好关系。
当时京都大学的校长是羽田亨，他是个东方学家，主要研究敦煌文献和中亚文献，北大的荣新江先生
从学术系统来讲可以看做是羽田亨业绩的后继者之一。
当时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的两个中心大学，东京大学的校长不是学文科的，于是外务大臣就委
托羽田先生，为了改善中日关系，先从学术交流开始。
那时，日本刚刚战败，没什么钱，外务省却给东方学会拨了10亿日元，当时的10亿日元不同于今天，
是一笔很可观的投入。
当时给羽田先生很大支持的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先生通读过中国历代的文学文献，羽田先生要作演讲的话，执笔的都是吉川。
东方学会建立不久羽田先生就去世了，后来由吉川先生掌管。
50年代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吉川以研究中国文学为理由，经常来中国，和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
会面谈话，特别是与郭沫若。
这一半是为了学术交流，一半也是为了中日友好。
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和美国、日本没什么联系，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的学者没办法来中国留学，就都
去了日本，特别是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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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期)》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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