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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壇的一大特色是日中各大學的年輕研究者間進行的國際學術交流。2011 年首次舉行

時主要是想瞭解中國研究生的研究情況，因爲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很少能遇到來自中國大

學的研究生。2010 年由伊拉斯谟计划派往南京大学時，我們跟南京大學的研究生一起進行了

共同調查，但由於時間有限，沒有機會瞭解各自的研究成果。2011 年時，我們請求南京大學

張玉林教授為京大和南大的年輕研究者召開論壇。當天除報告人以外，共有 60 位左右的老

師和同學參加了論壇，這個我們感到想知道對方的研究狀況的，不僅是我們，也有他們。  

2012 年論壇也在南大召開，不巧的是，論壇恰逢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台，中國反日情緒

達到頂點之時。訪問南京前，我親身經歷了因國籍問題被謝絕投宿的情況，至今我依舊記得，

當我在北京的街角遇到一位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時，我感到無比的親切與安心，因爲那一刻我

似乎感到終于看到了一位能與自己擁有同樣價值觀的人。這一經歷讓我認識到，對於某些交

流紐帶，“東亞”這個概念其實無法自動給予保障。當然，即使在那樣的時候，南大的老師

和同學一如往常地歡迎了我們，在北京時也有一對夫婦收容了我。這讓我感受到，“愛知者”

之間所擁有的連帶感與信賴感，以及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溫情。當然，對於素不相識的人的

憎惡，在日本近年來也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針對在日朝鮮人的“hate speech”。 

基於以上情況，次年的論壇我們將地點設在了京都大學。我們希望南京大學的年輕研究

者能來到日本，直接知曉日本社會。當時我們與京都大學的平田昌司教授商量，如今想想當

時真的提出了很多無禮的要求，不僅希望老師能夠幫我們促成這次機會，連經費的申請也完

全依賴老師。但平田教授依舊體諒我們的心情，并最大程度協助了我們的工作。論壇連續三

年在京都大學舉行，收到了很多意外的成果。可以說平田教授是我們論壇的大恩人。  

我們的論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日文和中文為使用言語。如果只是邀請中國研究者參

加，其實可以把使用言語統一爲中文 ,但這樣就喪失了很多中國研究以外的年輕研究者的參與,

并且我們也希望南京大學的研究生能夠瞭解有關中國之外地區的研究。此外，之所以沒有將

使用語言統一爲英文，我們主要出於以下兩個方面考慮。首先，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留學前或

者留學後已經在學習日文,我們能有效地利用他們的日中語能力。其次，我們希望將自己的交

流成果告訴更多的人，在信息傳播方面英文固然是最有利，但關注日中研究最新成果的首先

是習慣使用日中語言的人，我們希望將我們交流的成果首先傳達到這些人。  

本次論壇實現了兩個新的嘗試。第一，今年不僅邀請到南京大學的研究生，我們還邀請

到中國其他大學的研究者，特別是，臺灣的年輕研究者的參與使我們擁有了更廣泛的視角來

考慮東亞學術狀況的機會。第二是增加了討論部分。瞭解諸位年輕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固然

重要，瞭解同輩研究者的思想對於共築東亞的未來也是不可或缺的。通過討論，我們感到參

與者們在很多議題上都擁有共識。 

 一轉眼，我們已經經歷了五次論壇，通過五次的交流我重新認識到希望進行相互瞭解是

關係到我們能夠共有未來的重要一點。 

本論壇受到多方人士及機關的配合，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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