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2017 年 10 月 6 日、7 日（星期五、星期六） 

       地點：佛光大學雲起樓國際會議廳（A301）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9：00 

│ 

9：30 

報到 

9：30 

│ 

10：00 

主持人 開 幕 式 

張寶三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佛光大學           楊朝祥 校長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蕭麗華 院長 

韓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     朴永煥 教授   致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廖肇亨 研究員 

臺灣古籍保護學會       林登昱 理事長 

與會學者合影 

10:00-10:20 茶敍 

專題演講 

時間 主持人 演講人 題目 

10：20 

│ 

11：20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研究員) 

中嶋隆藏先生 

(東北大學名譽教授) 

日本近現代の文学と中国古

典 

11:20－

11:30 
休息時間 

第一場 東亞漢學中的佛教文獻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討論 

11：30 

│ 

12：30 

蕭麗華 
(佛光大學教授兼人

文學院院長) 

 

朴永煥 

(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教

授) 

民國時期中國佛

教界對韓國佛教

的認知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勞悅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

系教授) 

從獅子吼到天籟

──中國佛教中

的聲音 

阮蘇蘭 

(越南翰林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中國佛教靈應傳

在越南的傳播與

改變：以《張隱

傳》戲劇節目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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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13：30 
午 餐 

第二場 東亞漢學中的佛教文學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討論 

13:30- 

15:10 

朴永煥 

(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

系教授) 

金相日 

(東國大學國文學科教授) 

朝鮮中期楞伽山

出身禪師的禪詩

考證：以暎虛、

青梅兩位禪師的

禪詩為中心 

 

張勇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北宋禪林韓愈形

象的文化意義 

黃仁奎 

(東國大師範大學歷史教育

科教授) 

高麗後期佛教界

與中日佛教的交

流 

李燕 

(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講

師) 

蘇軾和李奎報的

佛教詩受《維摩

經》影響的比較研

究 

15:10－

15:30 
茶敍 

第三場 東亞近代文學與思潮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討論 

15：30 

│ 

17：10 

潘美月 

(臺灣大學 

兼任教授)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興亡閱盡垂垂

老，我亦新華夢

裡人︰袁克權、

張伯駒詩詞中的

袁家往事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高嘉謙 

(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風雅、風景、記

憶：論黃濬的詩

詞世界 

金華珍 

(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講

師) 

通過晚清海外遊

記看中國的「自

我」認知與「他

者」理解 

林以衡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助理教授) 

「武士道」精神

於殖民地臺灣的

引介與重構：以

小說為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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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20:00 
晚 宴 

2017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 

第四場 東亞漢學中的版本與文獻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討論人 

09：00 

│ 

10：20 

董金裕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系名譽教授) 

芳村弘道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鈔本《歳時雜詠》

初探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林桂如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江戶時期大坂書肆

所刊中國俗語辭書 

鮑廣東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馬國翰《玉函山房

藏書簿錄・集編》

管窺 

10：20－

10：40 
茶敍 

第五場 東亞漢學中的經學研究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討論人 

10：40 

│ 

12：00 

蔣秋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寶三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岡元鳳《毛詩品

物圖考》引書考

論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藍弘岳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副教授) 

漢文圈思想史中

的徂徠學：徂徠

的經學方法與其

在清朝中國的接

受 

金培懿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 

近代日本「經學

史」研究之展開

及其對中國學界

之影響 

12:00－

13:00 
午 餐 

第六場 日本漢學與漢學家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討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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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4：20 

勞悅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授) 

町泉壽郎 

(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日本漢学に関す

るいくつかの特

徴─主に医学史

の視点から（關

於日本漢學的一

些特徵一由醫學

史為視角的主要

思考）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陳威瑨 

(臺灣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琉球儒者蔡溫儒

學歸屬再探 

黃庭頎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助理教授) 

日本漢學家白川靜

的金文研究及其影

響 

14:20－

14:30 
茶敍 

第七場 東亞漢學中的中國古典文學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討論人 

14：30 

│ 

15：40 

張勇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

文學系教授) 

范德望 

(比利時魯汶大學 

亞洲研究教授) 

中國古典文學経

由五山文學對俳

句文學的影響 

以芭蕉的風格為

中心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萩原正樹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和晏叔原小山

樂府》小考 

張瑋儀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副教授) 

論蘇黃逆境順處

之文學治療 

15:40-16:00 休息時間 

第八場 綜合座談 

時間 主持人 引言人 綜合討論 

16:00-16:50 蕭麗華 (比)范德望教授 1. 各國東亞漢學研究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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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授 

兼人文學院院長) 
(中)張 勇教授 

2. 傳承與創新：東亞漢學研究

的新視界。 

3. 交流與合作：如何推展東亞

漢學研究。 
(新)勞悅強教授 

(韓)朴永煥教授 

 (日)芳村弘道教授 

(越)阮蘇蘭研究員 

(臺)廖肇亨研究員 

16：50－

17：00 

閉 幕 式 

主持人  

      張寶三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蕭麗華 教授 

韓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       朴永煥 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廖肇亨 研究員 

臺灣古籍保護學會         林登昱 理事長 

17:00-17:45 參觀雲五圖書館王雲五先生特藏 

18:00 晚宴 

議事規則： 

1. 主持人每人 5分鐘、論文發表人每人 15分鐘，餘下時間為綜合討論。 

2. 綜合座談每人 5分鐘，餘下時間為綜合討論。提問人（請自報大名和單位）

每人不超過 3分鐘。 

3. 結束前 2分鐘按 2短鈴，時間到按 1長鈴，每過 1分鐘按 1長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