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主辦，本校中國文學系及南京大學文學院、韓國檀國

大學中文系等校共同合辦之首屆《漢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3月 29

日~30日在香港九龍城景酒店隆重舉行。 

 

 

 

會議邀請美國、日本、韓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多國學者與會，人數多達

80餘位，共同探討以漢學為核心的各種文化、文學課題題，盛況空前。 

台灣代表團由本校中文系主任朱岐祥教授率領，學者包括該系劉榮賢、李建

崑、阮桃園教授、歷史系丘為君教授及台師大、彰師大、逢甲、靜宜等校多名教

師共同與會，並發表論文。 

 

 



 

開幕典禮由香港珠海學院張忠柟校長、中文系何沛雄主任、本校中文系朱岐

祥主任、南京大學文學院張伯偉教授、韓國檀國大學中文系裴銀漢主任共同主

持。首先珠海學院張校長致詞歡迎與會學者來賓，本校中文系朱主任致開幕詞。

朱主任強調兩岸三地研究國際漢學的優勢為題，點出今日召開聯合學術會議的重

要意義。提升專業和合作，建立科學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是今後學術需加強的

目標。 

 

 

 

會議分二場地、共 12組方式進行研討，每組發表 3至 4篇論文，總計發表

48篇論文。論文涵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小學、歷史學、諸子思想等領域，

各國與會學者藉此平台交換治學心得、進行實質性的對談與交流，落實學術的國

際化。 



 

 

大會閉幕典禮，本校中文系朱主任擔任綜合討論引言，除對珠海學院對本次

會議安排週到、圓滿順利表達感謝之意，更提出學術傳承的重要意義。朱主任以

成功的會議不但需要有優良的講者，具影響力的文章外，更重要的是參與討論的

聽眾。特別是年輕學者對學問的投入和學習，是漢學國際化和延續的關鍵。朱主

任的話語給與現場許多博碩士生一學術經驗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