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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大学一京都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坛

2011 年 9 月 16 日由南京大学、京都大学共同举办的 2011 年南京大学一京都大学社会

学·人类学博士论坛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406 室召开了。此次论坛受到了南京大学师生很大关

注，会场 406 室挤满了昕众，有的同学甚至站着听完了此次论坛。

日本学术振兴会于 2008 年将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院、文学研究院、经营管理大

学院所提出的“京都伊拉斯误计划：为社会持续发展培育新一代亚洲共同研究领导者”定为该会

2009 年度“有组织地向海外派遣年轻研究员计划（大航海计划）”。此计划于 2009 年 2 月份开始

了部分派遣。 2010 年夏，作为“国际共同研究集体研修：中国社会研究短期集中项目”，六名京

都大学人员（ 3 名研究员、 1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硕士研究生）被派往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社会

学院的张玉林教授以及杨德睿副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之下，与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

的共同调查研究，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

但遗憾是，由于调查占用了大量时间，去年我们没有机会与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进行充

分的学术交流。据我们的经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国研究生、年轻研究者并不多。除去

专门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外，普通的日本学者几乎没有机会了解中国年轻研究者的动向。为

了促进东亚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与振兴，中日一般学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应该进行交流，而

此次论坛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在张教授、杨副教授以及多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的教授、年轻学

者一一周雷、司开玲、王华的配合及参与下，此次论坛得以实现。

此次论坛京都大学的两名报告者一一樱田凉子、中山大将并非中国社会专攻。樱田凉子

的研究方向为马来西亚人类学，中山大将则一直致力于东亚人口越境移动的研究。另外，虽

然两年内只学习中文 3 个月，但两名报告者坚持使用了汉语。

在论坛的讨论时段，巫凯负责了此次论坛的翻译工作（她刚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

目前是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间环境科学研究科的留学生），这使我们不仅能与中国的报告者、教

授们进行意见交换，而且与一般听众也实现了很好的互动。

此次论坛在中日年轻学者的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希望这样的论坛在今

后也能继续下去，进而推进东亚人民的交流与理解。

2011 年 10 月 15 日

中山大将

＊日语中所说大学院相当于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