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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稿    创  刊  词 

 

         伴随着 21世纪的到来，《日研季刊》从本期开始与您见面了！ 

        她将是一个窗口，让更多的校内外朋友了解日研、关爱日研； 

        她将是一张答卷，向各级领导及海内外友人汇报日研、展示日研； 

        她将是一面明镜，反映日研今日的得失，照亮日研未来的前程；  

        她将是一座丰碑，书写日研奋斗的足迹，铭刻日研辉煌的业绩！ 

        

 专   稿   日本研究中心简介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 1988年，是对日本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社会、语言、文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 

    本中心现有正式成员 60 名，其

中教授 29名（含博士生导师 10名）、

副教授 21人、讲师 9人、助教 1人。

设有日本政治史、日本经济史、日本

外交史、日本思想文化史、日本社会

史、日本经济、日本金融、日本语言

文学等专业方向，现有在校博士生14

人、硕士生 23人。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对外交流以及人才培养工作，被国内外同仁誉

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重镇、培养日本研究高级人才的基地”。 

    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心采取聘任制的方式，诚聘本校有成就的日本研究人员和国内外知

名学者为中心成员，通过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深入地开展日本学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现已出版专著、编著 164 部，译著 85 部，辞书 34 部，发表论文

728篇，译文 108 篇，其中在国外出版专著 8部、发表论文 94篇。 

    在对外交流方面，首先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曾陆续聘请 6 位日本专家为中心特别成

员；近年来，每年举行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邀请一位日本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讲学，每年不定期地接待国外学者来访、讲学 20 余次。此外，还采

取“走出去”的办法，每年派遣科研人员、研究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国学院大

学、武藏大学、山梨学院大学等学校研修、留学。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目前虽然不能独立招生，但与各系、所共同培养从事日本研究的

研究生。通过提供教室、个人研究室及电脑、中日文资料等硬件，为在校研究生创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通过专家讲座、留学生交流会、出国留学等软件，使研究生的专业和外语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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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中心已经培养出博士生 25人、硕士生 37人，其中部分已成为国内日本研究领域的

中坚力量。 

    中心拥有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和日本友人吉永实雄、吉永正藏先生援建的独立研究楼一

栋，总面积 1260 平方米，楼内设有学术报告厅、学术交流室、会议室、40间个人研究室和

日本研究资料室。资料室现有藏书 10000 册，日文报刊 40 余种。所有个人研究室内均配有

电脑及直拨电话，楼内连接了计算机局域网和国际互联网，并可接收日本卫星传送的电视节

目。 

 

 专   稿   “日研”的实体化进程   

 

    2 月 29 日，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在校长办公会上汇报了中心成立实体的必要性、现有

条件以及具体设想，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陈述。与会校领导听取并讨论了报告，最后一致同

意我中心成立实体，并希望中心在总结以往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我校相关学科的

研究力量，在保持日本历史研究现有优势的同时，适当调整专职研究人员学科结构，扩大研

究领域，实现对日本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均衡发展。日前，中心有关领导正在着手进

行专职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核定、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落实等具体工作。 

 

专   稿    吉永正藏顾问教授捐资兴建中心资料馆  

 

    3 月 29 日，“吉永正藏顾问教授捐资兴建日本研究中心资料馆签字仪式”在中心一楼报

告厅举行，侯自新校长代表我校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讲话，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主持了签

字仪式。 

    吉永正藏先生为日本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曾任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该行樱花会

终身会长等职务。吉永先生虽投身实业界，却心系教育大业、热衷中日友好，早在 1993 年

就曾慷慨捐助 2750 万日元，用于建设我中心研究楼。1994 年，吉永先生被聘为我校顾问教

授，此后曾多次来中心访问，表现出了对我校日本研究事业的关注。 

    此次，吉永先生又慨然从他本人的退休金中拿出 1600 万日元，资助兴建日本研究中心

资料馆，新资料馆预计今年 8 月份正式动工，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将容纳图书资料 30000

余册。该资料馆的建成，将为我校师生提供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我校的日本研究也必将会

更上一个台阶。 

  

学术交流    三位日本专家来中心讲学  

 

    本季度内，先后有三位日本专家到应邀到中心进行学术演讲，中心师生及其他院、系部

分同学悉心听取了专家的报告。 

    2 月 18 日，日本富山国际大学教授、日本学界进步教育评论家伊崎晓生先生以“日本

的大学”为题进行了学术演讲，主要论述了日本大学的现状及其问题、大学教育的历史教训、

二战后的大学改革、当前大学改革的课题等问题。 

    3 月 13 日，中心与校研究生会一同邀请本泽二郎先生来中心进行学术演讲。本泽二郎

先生为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长期在日本新闻界、舆论界从事中日友好活动。此次，本泽先

生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题，就日美军事同盟与台湾问题、日本右翼是如何认识“南京大

屠杀”的、21 世纪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等问题进行了报告，并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        

    3 月 17 日至 24 日，“山田辰雄教授演讲会”在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山田辰雄教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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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我校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日

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此次，山田先生以“中日关系 150 年”、“当前的中日关系”、“日本的中

国现代史研究”为题，连续举行了三次学术报告会，并与中心师生们一道，就中日关系问题

举行了座谈。 

 

日研新书     中心成员四部新著问世    

 

    本季度内，中心成员共有四部新著问世，其中《日本金融制度研究》、《近代日本研究论

集》《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为 1999 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出版项

目。 

    刘玉操教授主编《日本金融制度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述是中心科研项目

“中日两国金融制度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分 7 章，分别论述了战后日本金融发展史、

日本的民间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央银行、金融市场以及日元的国际化等问题。作

者在研究日本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值得中国学习经验，将之分述于导论与各章最

后，以供我国金融界借鉴与参考。 

    米庆余教授监修、天津军事交通工程学院少校教官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一

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战略选择、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战略调整、

七、八十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以及九十年代的战略走向为主线，以全新的角度和独到的眼光，

阐述了战后五十余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流变和不同时期的战略要点，论证了战后日本国家

战略从“大”到“小”，从“内”到“外”，从“柔”到“刚”的发展变化。该著作从学术的

角度，对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与考察。 

    俞辛淳教授著《近代日本研究论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作收录了俞辛淳教授

自 1979 年至 1997 年间发表在各学术刊物上的部分论文，主要论述了日本近代史、近代中日

关系史的诸问题，另外亦有涉及近现代日美关系史的内容。该著作是俞辛淳教授多年从事日

本近现代外交史研究的结晶，同时也是一部可供新世纪中日关系发展参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学术著作。 

    王健宜教授著《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

选取了日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从语源历史的深度和大量的用例中，寻求其基本含义，

间或与汉语、汉字进行对比，辨析其中明显或细微的差异，深入浅出地探索语言中渗透着的

日本文化的特色。该著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开辟了一条研究语言文化的蹊径。 

 

 大事记    2000 年 1 月－3 月  

 

1 .18       中心顾问教授吉永正藏先生来访。 

  20       刘玉操教授著《日本金融制度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4-2.20   寒假。 

2 .14       王中田副教授赴日本东京大学、住友财团、创价学会等处进行短期访问研究。 

  16       收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1999 年度赠书 141 册。 

  18       日本富山国际大学教授伊崎晓生来访、讲座， 

           题目：日本的大学－－现状、历史性质及其改革课题。 

  29       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日本研究中心实体化问题（参见 3 月 7 日《南开大学校 

           长办公会议纪要》）。 

3 .13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来访、讲学， 

           题目 ：中日美三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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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爱知大学国际关系学部铃木规夫来访。 

  17-24    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山田辰雄先生来访、集中讲学， 

           题目：一、中日关系 150 年；二、 谈当前的中日关系； 

                 三、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四、座谈会：鸦片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 

  24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我部政男教授、琉球大学郭承敏教授来访。 

  24       国际交流基金 1999 年度资助项目（部分）最终报告书完成。 

  24-30    南开大学顾问教授吉永正藏先生来访，商谈捐资新建资料馆事宜。 

  25       中心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议题：中心申报实体化的经过；中心实体 

           化后理事会的作用与地位；中心实体化后专职、兼职人员的产生办法；中心扩     

           建资料室问题等。 

  26       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来访。 

  29       南开大学吉永正藏顾问教授捐资兴建日本研究中心资料馆签字仪式举行，吉永 

           正藏先生捐资 1600 万日元，兴建中心资料馆。 

  31       早稻田大学林华生、黄枝连先生来访。 

  31       中心与日语系联合派遣刘肖云老师赴山梨学院大学任教一年。 

  31       俞辛淳著《近代日本研究论集》、王健宜著《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语·日 

           本文化》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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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稿   日本研究中心实体化建设基本完成   

 

自 2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批准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实体以来，中心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4 月 25 日，杨栋梁教授、宋志勇副教授分别被学校任命为中心主任和副主任。5 月 25 日，

杨栋梁主任主持召开原中心成员全体大会，报告了中心成立实体的经过、成立实体后的基本

建设、专职和兼职人员的聘任办法等事宜。6 月 2 日，召开成立实体后的第一次工作例会。

中心的实体化建设基本完成，各项科研与教学工作均已走上正轨。 

成立实体后，日本研究中心下设日本政治、日本对外关系、日本经济、日本文化四个研

究室，并设有办公室、资料室及年刊编辑部。目前正式在编人员 13 人，其中专职科研人员

10 人（教授 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5 人，副教授 3 人，助教 1 人），管理人员 3 人。此外，

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拟继续聘请国内外研究日本经济与经营现状、现代日本政治与国际关

系的专职研究人员，同时根据教学与科研的需要，聘请兼职教授及研究人员若干名，负责研

究生的培养、科研项目的研究、外语翻译等工作。 

      

 专   稿   中心主办国际会议、中心成员踊跃参加 

     

5 月 4 日至 8 日，我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了“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

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国内、日本、韩国的近百名学者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我中心有 7 名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与

会的中心成员均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在分组会上作了发言，其论文题目是：杨栋梁教授《经

济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合作》，米庆余教授《世纪之交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王振锁教授《东

亚经济圈：日本与中国》，赵德宇副教授《试析江户时代兰学兴起的社会前提》，熊沛彪副教

授《日本的“不介入”欧洲大战方针与日法谈判》，臧佩红《战后日本对台政策浅析（1952-

1972）》，中心成员、历史系讲师徐思伟《占领初期吉田茂外交媾和及安保政策史论》，中心

博士生、山西大学中文系冯良珍教授《日本文献〈古事记〉的汉文成分测评》。 

与会的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与现状等不同侧面，探讨了东亚区域意识的

形成、特点、存在的问题等，在“加强东亚区域意识有利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

题上达成共识。本次研讨会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我中心在日本研究方面的整体科研力量

及学术水平亦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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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中心对外交流日益活跃  

   

    本季度内，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来中心视察，日本、美国的三位大学校长来访。 

4 月 28 日，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在侯自新校长、陈洪副书记陪同下莅临中心视

察。中心主任杨栋梁向刘华秋主任介绍了我中心的人员构成、科研状况、图书资料、计算机

及网络建设、人才培养等基本

情况。刘主任对我中心的工作表

示满意，并希望中心今后承担一

些对我国外事工作有借鉴意义

的科研课题。（右图为侯自新校

长、陈洪副书记陪同刘华秋主任

视察中心资料室） 

 

 

 

 

 

 

5 月 31 日，日本国学院大学校长阿部美哉等一行四人来中心访问。6 月 4 日至 5 日，美

国约克学院大学校长贝克先生来访，并与中心探讨学术交流合作事宜。6 月 26 日，日本武

藏野女子大学校长田中教照、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示村阳一来我中心访问。 

 

专家讲学    三位外籍专家讲学、座谈  

 

本季度内，先后有三位外籍专家应邀到中心进行学术演讲或座谈，中心师生及其他院、

系部分同学悉心听取了专家的报告，并积极参与了讨论。 

    4 月 21 日，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斯拉诺夫教授来访，并以“俄罗斯现状与中日

俄关系”为题举行了座谈会。会间，阿斯拉诺夫教授介绍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并

与中心师生们一起就中俄关系的历史、日俄关系中的北方领土问题、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5 月 14 日至 20 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山冈稻男教授应邀来访，并以《经济

学理解力的国际比较》、《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略史》为题举行了两场演讲会。山冈先生通过比

较中、美、日三国经济学教育状况的异同，向与会者介绍了经济教育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还从历史学的角度，介绍了“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发展简史及其研究现状。山冈先生的演

讲使中心的师生开阔了视野，增进了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山冈先生还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

与中心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6 月 16 日，中心特聘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矢板明夫先生来访并举行座谈，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新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佑如女士陪同。座谈会的主题为

“大选前的日本政治状况”，矢板明夫先生介绍了即将进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日本各参

选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分析了本次大选的影响以及大选后的日本政治走向。与会的中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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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提问，并就中日间的历史认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成员出访    中心成员出访频繁、学术交流不断加强  

 

    本季度内，中心共有 10 人次出席了国内、国际会议。其中，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中

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应邀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5

月 4 日至 8 日，杨栋梁教授等 7 名中心成员赴四川成都参加中心参与主办的“东亚区域意识

与和平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详见前文专稿）。6 月 23 日，李卓教授、赵德宇副教授应邀

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21 世纪日本文化的课题—全球化时代的日

本”学术研讨会。 

此外，中心还分别向日本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派遣了博士生和硕士生各一名，进行为

期一年的研修学习。 

 

日研新书     中心成员两部新著出版    

 

    本季度内，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孙莲贵教授编的《日本近

代文学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编著均为 1999 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出

版项目。 

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一书，收录了去年中心主办的“国际货

币金融体系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优秀论文，内容涉及“东亚经济与国际货币体

系” 、“21 世纪的全球金融模式与国际货币体系”、“东亚地区货币制度”等国际经济与金融

领域的热点问题。该编著收录的论文，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政策决策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孙莲贵教授编著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一书，以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

日本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白桦派、新思潮派、新感觉派、无产阶级文学、

战争文学等各种文学流派为线索，分别收录了各流派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 1-2 篇，具体分析

了这些作家的创作思想、表现手法，指出了作品中体现出的各流派的特征。 

 

日研花絮   领略大好河山、增进交流与了解 

 

5 月 28 日，我中心与爱知大学同窗会天津支部共同组织了一次参观旅游活动，地点为

北京郊区的清凉谷，中心部分成员、爱大同窗会成员及其家属共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在本校留学的爱知大学的留学生参加。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本校日本

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了解，而且使日本留学生领略到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她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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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次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机会。 

 

大事记    2000 年 4 月－6 月  

 

4. 6        收到日本欧姆龙公司赠书 124 册（共计 369787 日元）。 

  12       赵微（硕士二年级）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年。 

  16       郭丽（博士二年级）赴日本立教大学留学一年。 

  15-16    2000 年博士生招生考试、复试，共有 11 人应试。 

  21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斯拉诺夫教授来访、座谈， 

           题目：俄罗斯现状与中日俄关系 

  25       校长办公会任命杨栋梁为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宋志勇为副主任。 

  27       日本联合国支援财团常务理事渡边精子、株式会社白帝社企划课长山内广子来 

           访，与中心签署了合作研究并出版《人生地理学》、《创价教育学体系》的协议 

           书。 

  28       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视察我中心，侯自新校长、陈洪副书记陪同。 

  28-5.3    杨栋梁主任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5. 4-8      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等单位在四川成都共同举办“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 

           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心成员杨栋梁、米庆余、王振锁、赵德宇、熊沛彪、 

           臧佩红、徐思伟、冯良珍等 7 人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 

  14－20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山冈稻男教授来访、讲学， 

           题目：《经济学理解力的国际比较》；《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略史》。 

25 中心召开全体大会，杨栋梁主任报告中心成立实体的经过、成立实体后的基本

建设、专职和兼职人员的聘任办法等事宜。 

  28       中心与爱知大学同窗会天津支部共同组织赴北京清凉谷参观考察。 

31 日本国学院大学校长阿部美哉等一行四人来访。 

6.2        中心召开实体化以来的第一次工作例会，具体落实各项教学与科研任务。 

4-5 美国约克学院大学校长贝克先生来访，与中心探讨学术交流合作事宜。      

5 中心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会： 

雷    鸣：日本战时统治经济三论； 

乌兰图雅：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述论； 

程 永 明：日本近世商家家训探微。 

6 横滨国立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村田忠禧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小林先生来访，

赠送给中心有关日本研究的光盘资料。 

  7        原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比嘉昭男先生来访，天津社科院马玉珍女士陪同。 

15 天津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庆和、魏洪凯等三人来访，商讨两单位长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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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协助我中心举办 9 月份“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会议事宜。 

 

6.16       中心特聘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矢板明夫来访并与中心师生进行座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新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佑如女士陪同， 

         题目：大选前的日本政治状况分析。 

16 熊沛彪副教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局资助的科研经费，总额 4 万元， 

项目名称：东亚国际体制的演变与中日战争。 

23 李卓教授、赵德宇副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21 

         世纪日本文化的课题—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学术研讨会。 

26       日本武藏野女子大学校长田中教照、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示村阳一来访。 

27 日本爱知语言研究中心校长伊东广悦等人来访，商讨与我中心合作举办丰田天

津汽车公司日语培训班事宜。同日，杨栋梁主任、宋志勇副主任等赴丰田天津

发动机厂访问，商讨日语培训班的具体事项。 

30       杨栋梁主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孙莲贵编《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评述》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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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稿    中心主办“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0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由我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天津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协办的“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中国（含台湾）、日本、俄

罗斯及德国的专家学者共 40 人参加了会议。（下图为侯自新校长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9 月 9 日的开幕式、主题报告

及大会报告在我校伯龄楼多功能厅

举行。侯自新校长、天津市政府吴

敬华副秘书长、天津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潘镇贵常务副主席、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安田文夫所

长、中国日本史学会汤重南会长等

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日本著                    

 

 

 

 

 

 

   

名国际问题专家·庆应义塾大学小岛朋之教授、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研究员分 

别做了题为“东北亚形势与日本外交——以多国间协调机制为目标”、“国际关系体系与亚太

安全保障”的主题报告；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亚历山大研究员、我校米庆余教授、

德国发展中国家研究所魏德曼高级研究员、台湾东华大学谢定中教授分别做了大会报告。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国际关系体系的理论问题、冷战后东亚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日

关系与台湾问题、日美关系问题、日本对外战略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对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模式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这些构想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   稿   中国日本史学会换届、中心六名成员当选学会负责人 

     

     8 月 14 日，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在天津宾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

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总结了学会七年来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方面的成果与经验，中

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本单位的工作，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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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出了学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我中心有 6 名成员当选。其中，中心主任杨栋梁

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副主任宋志勇副教授为副秘书长，米庆余教授为近代史分会会长，

王振锁教授为战后史分会会长，李卓教授为古代史分会会长，赵德宇副教授为青年学者交

流分会会长。此外，我中心武安隆教授被聘请为学会名誉会长，俞辛淳教授、王家骅教授

被聘请为学会学术顾问。 

 

专家讲学    九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来访、讲学  

 

本季度内，共有 9 位国内外知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来我中心举行了演讲与座谈。 

    7 月 11 日至 12 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宁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

德副研究员、外交学院经济系江瑞平教授应邀来访，并分别做了题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式经济体制：构造绩效与变革”的报告。三位学者

各自从文化、外交、经济的角度，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心

教师及硕士、博士研究生听取了演讲，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三和良一教授应邀来访，并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集中演讲。三和良一教授以“如何理解现阶段的日本经济”为总题目，分四次讲

解了“社会经济构成及历史变迁”、“资本制社会的历史变化”、“日本经济的近代化过程”、

“日本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现状”等问题，最后围绕上述讲座内容，与中心师生进行了座谈。

三和良一教授不仅做了精彩的学术演讲，而且还表示，今后将为南开大学与青山学院大学两

校之间的友好交流作出努力。三和良一教授的本次集中演讲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专款

资助。 

    8 月 28 日至 31 日，日本武藏大学樱井毅教授、柴垣和夫教授及大野淳一教授应我校国

际学术交流处、我中心及外语学院日语系的联合邀请来访，并分别以“21 世纪日本的作用”、

“日本经济现状与展望”、“从夏目漱石看近代日本”为题进行了演讲。中心师生、日语系部

分学生以及其他院系相关专业的学生听取了演讲，并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 

    此外，9 月 12 日，日本国学院大学马场明教授就近代中日关系问题与中心师生进行了

座谈。9 月 14 日，东京大学陈晋教授以“日本的汽车工业”为题与中心师生举行了座谈与

交流。 

 

成员出访    中心成员出访频繁、学术交流不断加强  

 

本季度内，中心共有 12 人次参加了国内、国际会议。8 月 15 至 17 日，杨栋梁教授、

王振锁教授、李卓教授、赵德宇副教授、宋志勇副教授、熊沛彪副教授、臧佩红参加了天津

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主办的“日本与东北亚：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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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心副主任宋志勇副教授参加了中华日本学会主办的“新世纪的中日关

系”国际学术研讨会。9 月 1 日至 3 日，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参加了外交部主办的中日关系

研讨会。9 月 28 日，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刘雨珍教授参加了北京日本学中心举办的

该中心成立 15 周年纪念大会。 

此外，2 名中心成员赴日研究、讲学。9 月 20 日，王振锁教授赴日本立教大学进行为期

四个月的研究与访问。9 月 30 日，李卓教授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 

 

日研新书     中心成员两部新著出版    

 

    本季度内，俞辛淳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李卓主编《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

中日比较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著作均为 1999 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

出版项目。 

《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一书，从中日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辛亥革命时

期（该书作者将这一时期划定为从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到 1916 年夏袁世凯死去）的中日

外交及国际关系进行了论述。全书共分八章，围绕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日外交”、“南京

临时政府与中日外交”、“日本的满蒙政策及对闽浙地区的渗透”、“北京政府与中日外交”、

“孙中山访日与中日外交”、“二次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日外交”、

“洪宪帝制与中日外交”等问题而展开。该书视角新颖独到，并运用了大量的日文原始资料，

是为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力作。 

《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一书，收录了我中心成员以及其他国内外日

本研究机构成员的个人研究成果，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中日两国“家的结构”、“家的历史”、

“家的伦理”、“家的传统”、“家的规范”以及“妇女问题”等专题研究进行了剖析与论述。

编者旨在“通过对中日家族制度的比较研究，更深刻地认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认识中日文

化的差异”。 

  

研究生之窗   新千年、迎新生 

 

9 月 15 日，中心举行“迎新会”，欢迎 2000 届新生。本年度，中心新招收日本经济史、

日本外交史、日本政治史三个方向的博士生共 7 人，其中计划内招收 3 人，委托培养 4 人。

本届新生是中心成立实体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在迎新会上致欢迎辞，教师代表及新老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新

生们一致表示，要充分地利用在学的三年时间，丰富专业知识、提高科研能力，争取写出高

质量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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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2000 年 7 月－9 月  

 

7.1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宁一教授来访、讲学， 

题目：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副研究员来访、讲学， 

题目：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外交学院经济系江瑞平教授来访、讲学， 

题目：日本式经济体制：构造绩效与变革 

12 教育部社科司顾海良司长来我校检查世界史基地申报情况，并到中心视察工 

         作，逄锦聚副校长陪同。 

15-17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村田忠禧先生来访，帮助中心进行电脑网络 

方面的培训。 

17-8.27   暑假 

31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文学部小林照夫教授、日本中华宗亲谱系学会陈福坡理事长 

         等 10 人来访，我校历史系陈志强教授陪同。 

  31       俞辛淳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李卓主编《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 

         日比较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8.4       中心举行资料馆开工仪式，我校国际学术交流处谷云处长参加了开工仪式。 

13 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在津召开，选出了学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心主 

         任杨栋梁教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副主任宋志勇副教授为副秘书长、米庆余教 

         授为近代史分会会长、王振锁教授为战后史分会会长、李卓教授为古代史分会 

         会长、赵德宇副教授为青年学者交流分会会长。此外，我中心武安隆教授被聘 

         请为学会名誉会长，俞辛淳教授、王家骅教授被聘请为学会学术顾问。 

  14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教授及该学会部分会员来访。 

 15-17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王振锁教授、李卓教授、赵德宇副教授、宋志勇副教授、 

          熊沛彪副教授、臧佩红参加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主办的“日本与东北 

          亚：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会议。 

25-27 中心副主任宋志勇副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华日本学会举办的“新世纪的中日关 

        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26-9.4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三和良一教授来访，并进行了集中演讲， 

          题目：如何理解现阶段的日本经济 

                第一讲：社会经济构成及历史变迁 

                第二讲：资本制社会的历史变化 

                第三讲：日本经济的近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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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讲：日本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现状 

                座谈会：日本经济的历史与现状 

   27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香坂昌纪来访。 

  28-31   日本武藏大学樱井毅教授、柴垣和夫教授、大野淳一教授来访、讲学 

           题目：柴垣和夫：日本经济现状与展望 

      大野淳一：从夏目漱石看近代日本（第一、二讲） 

      樱井  毅：21 世纪日本的作用  

9.1-3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赴北京参加外交部主办的中日关系研讨会。 

   1-13   日本国学院大学马场明教授来访，并参加中心主办的“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 

          障”国际学术会议。9 月 12 日与中心研究生就近代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座谈。 

   3      日本立教大学图书馆馆长森秀树教授来访。 

   6      日本大妻女子大学钱国红教授来访。 

7-14 吉永正藏顾问教授来访，并视察资料馆施工情况，同时参加中心主办的“国际 

       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 

8-9  日本住友财团企画部助成担当部长小森保雄先生来访，并出席了“国际关系与东 

       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9-11   中心主办的“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伯龄楼及红楼  

       大酒店召开。侯自新校长、天津市政府吴敬华副秘书长、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潘镇贵常务副主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安田文夫所长、中国日 

       本史学会汤重南会长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含台湾）、日本、 

       俄罗斯及德国的专家学者共 40 人参加了会议。 

  14     东京大学陈晋教授来访，座谈， 

         题目：日本的汽车工业 

   15     中心举行“迎新会”，欢迎 2000 届新生。 

15 中心召开例会，讨论“十五”科研课题申报、新学期研究生课程开设、中心研究

室分配等科研与教学事宜。 

  17     中心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硕士研究生王富春答辩会， 

         论文题目：浅析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与侵华战争 

20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副主任宋志勇副教授、王健宜教授前往天津丰田公司，探

讨进一步扩大日语培训事宜。 

  20     王振锁教授赴日本立教大学文学研究科，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共同研究。 

  22     日本爱知日本语研究中心日语讲师安井瞳来访。 

   28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刘雨珍副教授赴北京日本学中心参加该中 

          心成立 15 周年纪念大会。 

   30     李卓教授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讲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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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寄语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来临之际，谨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

福，并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中对于我中心的关怀、支持与合作。 

 在新的一年里，我中心将本着深入研究、拓宽领域、广泛交流、服务社会的原则，争取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

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新的成果。希望能在新一年里继续得到您的指导、关心与厚爱。 

                                      ──  杨 栋 梁 

                                          2001 年元月 

 

 专  稿   中心再获日本资助、日研新楼更上一层 

     

10 月 15 日，赴日考察的我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与日本国语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宫川

俊彦先生举行会谈，宫川先生慷慨向我中心捐资 500 万日元，用于增建同声传译国际会议

室，并为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景仰，希望将会议室命名为“翔宇国际会议室”。新增建的

国际会议室位于中心新建资料馆的第四层，面积为 190 平方米，容纳人数 80-100 人，采用

先进的同声传译设备。该国际会议室建成后，将面向全校和社会开放。  

宫川俊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教育评论家，长期从事日本国语写作和青少年问题研究，

撰写研究著作 70 余部、学术论文和社会问题评论若干篇，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知名

度。宫川先生还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鉴于宫川俊彦教授的学术

地位和社会影响，我校聘请宫川俊彦先生为客座教授，致聘仪式于 12 月 14 日在日本研究

中心报告厅举行，逄锦聚副校长颁发了聘书并讲话，国际学术交流处谷云处长出席了致聘

仪式。校长侯自新、校长助理高玉葆接见了宫川俊彦先生。 

成员出访    中心成员出访频繁、学术交流不断加强  

 

    本季度内，中心共有 4 人次赴日研究、考察、讲学。 10 月 2 日，熊沛彪副教授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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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10 月 10 日，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赵

德宇副教授教授为准备“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国际会议赴日本考察，先后访问了日本

国际交流基金、国学院大学、创价学会等 16 家大学及机构。 

其中，有 3 人 5 次出席了在日本的有关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0 月 14 日至 15

日，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赵德宇副教授参加了在日本国学院大学召开的“东亚比较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1 日至 22 日，杨栋梁教授参加在日本明治大学召开的“社会经济史

学会第 69 次全国大会”；22 日至 23 日，赵德宇副教授参加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日兰

交流 4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江户时代的日本与荷兰”。 

本季度内，中心成员应邀在日本的大学及研究机构进行演讲者有 3 人 8 次。10 月 26 日，

杨栋梁教授在日本武藏大学综合研究所举行公开演讲，题目是“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未

来”；28 日，赵德宇副教授在日本明海大学举行公开演讲，题目是“从渡边桦山和林则徐看

中日洋学与近代化”；11 月 14 日至 22 日，杨栋梁教授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分别为本科生、

研究生举行集中讲座，题目分别是“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展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中日关系之我见”；11 月 25 日至 26 日，杨栋梁教授在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经济系举行演讲，

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展望”（第一、二讲）；12 月 14 日，李卓教授在国际日本文化研

究中心做报告，题目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与日本的良妻贤母”。 

此外，中心硕士二年级研究生张玉姣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于 10 月 10 日赴日本山梨

学院大学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研修。 

 

日研新书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72-1996）》 出版 

 

    本季度内，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72-1996）》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 2000 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出版项目。 

《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52-1996）》一书从历史学的角度、以实证的方法，论述

了 1952 年至 1996 年的 44 年之间日本对中东国家政策的演变。书中着重论述了“日本追随

美国中东政策”、“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日本的‘亲阿拉伯’政策”、“石油

危机后日本的对策”、“日本对中东‘参与’政策”、“日本与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后日本对

中东政策”等问题。最后，该书总结出战后日本中东政策的特征有五点，即“呈现阶段性变

化”、“石油为核心问题”、“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呈现不平衡性”、“中东是日本‘政治大

国’战略的突破口”。 

《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72-1996）》一书，是该研究领域内的一项填补空白性研

究成果。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彭树智先生评价说，“在日本中东关系史研究中，本书是第一

部系统专题研究的专著，为进一步全面研究中东国际关系史奠定了新的基础。从成果类型而

言，这部著作属中东国际关系史方面填补空白性的成果，是继苏联中东关系史、美国中东关

系史等书之后，又一部创新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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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研花絮   日研师生欢聚一堂、喜迎新世纪第一年 

 

12 月 26 日，中心举行“相约 21 世纪”新年联欢晚会，中心专、兼职的教师及研究生

欢聚一堂，喜迎新世纪第一年。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首先做新年致辞，总结了中心过去一年中的科研、出版、对外交流

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了中心在新年度的工作计划。出席联欢会的历史学院周德喜

副院长代表嘉宾、中心的老教师代表也发了言，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 

随后，由中心研究生会主持了文艺联欢活动。活动节目丰富多彩，有歌曲、戏曲、舞蹈、

相声、幽默表演、以及猜谜、游戏等。中心的师生们欢聚一堂，在乐意融融的氛围中辞旧岁、

迎新年。 

            

 大事记    2000 年 10月－12 月  

 

10.2       熊沛彪副教授赴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研究半年。 

   8      中心博士生安成日论文答辩会， 

          论文题目：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 

   10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赵德宇副教授教授为准备“变动期的东亚 

          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赴日考察。在日期间先后访问了日本国际交流基   

          金、国学院大学、联合国支援财团、武藏大学、立教大学、早稻田大学、山梨 

          学院大学、法政大学、明海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创价学会、庆应大学、国际 

          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鸣门教育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创价大学等 16 家大学及机 

          构，另外还拜访了吉永正藏、冈松庆久等日本友人。 

   10     张玉姣（硕士二年级）赴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留学一年半（日本文部省奖学金）。 

   14-15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王健宜教授、赵德宇副教授参加在日本国学院大学举行 

          的“东亚比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16 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等三人在国学院大学与日本国语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宫川 

       俊彦教授会谈。宫川俊彦先生决定向我中心捐资 500 万日元，用于增建同声传 

       译国际会议室。 

21-22 杨栋梁教授参加在日本明治大学召开的“社会经济史学会第 69 次全国大会”。 

22-23  赵德宇副教授参加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日兰交流 4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江 

       户时代的日本与荷兰”。 

26     杨栋梁教授在日本武藏大学综合研究所举行公开演讲， 

       题目：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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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赵德宇副教授在日本明海大学举行公开演讲， 

       题目：从渡边桦山和林则徐看中日洋学与近代化 

11.2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高桥耕一郎先生来访，视察了解中心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     

          及人才培养等情况。 

   3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小林英夫教授来访。  

 6      YAMASA 语言文化研究所校长伊东广悦先生来访，商讨有关丰田汽车公司员工 

        的日语培训事宜。 

 10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72-1996）》出版。 

 14-22  杨栋梁教授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分别为本科生、研究生举行集中讲座， 

        题目：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中日关系之我见 

25-26 杨栋梁教授在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经济系举行演讲， 

题目：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展望（第一、二讲）  

 18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并木赖寿教授、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川岛真副教授 

        来访。 

 29     王家骅教授病逝，享年 59 岁。遗体告别仪式于 12 月 2 日在北仓殡仪馆举行。  

12.11-12   日本联合国支援财团常务理事渡边精子、日本教育家宫川俊彦、山川博先生来      

          访，同时举行南开大学向宫川俊彦客座教授致聘仪式。致聘仪式后，宫川俊彦 

          客座教授做了学术报告， 

          题目：现代教育论 

   12     日本联合国支援财团常务理事渡边精子女士为中心硕、博士生做演讲， 

          题目：我与联合国支援活动 

 14     YAMASA 语言文化研究所校长伊东广悦先生与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来 

        访，商讨有关丰田汽车厂员工日语培训事宜。 

 

 14     李卓教授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报告， 

        题目：中国的贤妻良母与日本的良妻贤母。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进山先生来访，调研我中心 90 年代的东北 

        亚研究状况。 

 22     丰田汽车公司总务部长张杰、丰田汽车公司天津事务所代表森富雄来访，商讨   

        有关丰田汽车公司员工日语培训事宜。 

 22     外交学院江瑞平教授为合作研究项目“日本经济体制及其变革”的撰写来衷心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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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中心举办“相约 21 世纪”新年联欢晚会。 

   29     中心本年度最后一次行政例会，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对中心一年来的各项工作 

          做了总结，并对新年度的工作做出规划。 

 

 

 

 

 

 

 

 

 

 

 

 

 

 

 

 

 

 

 

 

 

 

表 4：日本研究中心专家讲学登记表 

（2000 年 1 月－12 月） 

编

号 

时间 姓   名 所   属 内   容 类别 课时 

小时 

听众 

人数 

备注 

1 

 

1.18 伊崎晓生 日本富山国际

大学教授 

日本的大学－－现状、

历史性质及其改革课题 

教育 3 20  

2 

 

3.13 本泽二郎 日本政治评论

家 

中日美三国关系 政 治

外交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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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7 

-24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大学

法学部教授 

中日关系 150 年 政 治

外交 

2.5 60  

4 3.19 同上  谈当前的中日关系  2 60  

 

5 

 

3.21 同上  日本的现代中国史研究  2 60  

 

 3.24 同上  座谈会：鸦片战争以来

的中日关系 

 2 20  

6 

 

4.21 

 

阿斯拉诺夫 俄罗斯远东研

究所教授 

俄国现状与中日俄关系 政 治

外交 

2 20  

7 5.16 

 

山冈稻男 日本早稻田大

学亚太研究中

心教授 

《经济学理解力的国际

比较》                

政 治

外交 

 

2 

 

 

20 

 

8 5.18 同上  《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略

史》 

    

9 6.16 矢板明夫 

 

中国社科院博

士生 

大选前的日本政治状况

分析 

政 治

外交 

2 20  

10 7.11 杨  宁一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 

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文化 2 20  

11 7.12 金  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

院日本所副研

究员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现状

与趋势 

政 治

外交 

2 20  

12 7.12 江  瑞平 外交学院经济

系教授 

日本式经济体制：构造

绩效与变革 

经济 2 20  

13 8.26-9.4 三和良一 日本青山学院

大学经济学部

教授 

如何理解现阶段的日本

经济（1）：社会经济构成

及历史变迁 

经济 2 20  

14  同上  （2）资本制社会的历史

变化 

 2 20  

15  同上  （3）日本经济的近代化

过程 

 2 20  

16  同上  （4）日本经济的现代化

过程与现状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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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座谈会：日本经济的历

史与现状 

 2 20  

18 8.28 樱井  毅 

 

日本武藏大学

教授 

21 世纪日本的作用 政治  20  

19 8.28 柴垣和夫 日本武藏大学

教授 

日本经济现状与展望 经济  20  

20 8.29 大野淳一 日本武藏大学

教授 

夏目漱石看近代日本

（一） 

文学 2 60  

21  同上  夏目漱石看近代日本

（二） 

 2 60  

22 9.14 陈    晋 东京大学教授 日本的汽车工业 

 

经济 2 20  

23 9.12 马场  明 国学院大学教

授 

座谈：近代中日关系      

 

外交 2 20  

24 12.12 宫川俊彦 日本国语作文

研究所所长 

现代教育论 教育 0.5 30  

25 12.12 渡边精子 联合国支援财

团常务理事 

我与支援联合国活动 社会 2 10  

 

 

 

 

 

 

表 3：日本研究中心研究生赴日研修登记表 

（2000 年 1 月－12 月） 

 

编

号 

赴日 

时间 

姓名 类别 专业方向 研修学校 研修类别 备注 

1 

 

4.12 

 

赵  微 硕士生 

(二年) 

日本经济史 日本早稻田大学 交换留学生(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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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6 郭  丽 博士生 

(二年) 

日本思想史 日本立教大学 同上  

 

 

3 

 

10.10 张玉姣 硕士生 

(二年) 

日本社会史 日本山梨学院大

学 

文部省奖学金 

(1 年半) 

 

 

 

 

 

 

 

 

 

 

 

 

 

 

 

 

 

 

 

表 2：日本研究中心成员出访登记表（国内） 

（2000 年 1 月－12 月） 

编

号 

时间 出访人员 出 访 内 容 出访地点 出访类型 

1 4.28- 5.3 杨栋梁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

中心（上海） 

会议 

2 5.4-10 杨栋梁 “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 中国日本史学会、南

开大学日本研究中

心等（成都） 

会议 

3  

 

米庆余 同上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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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振锁 同上  会议 

5 

 

 杨栋梁 同上  会议 

6 

 

 赵德宇 同上  会议 

7 

 

 熊沛彪 同上  会议 

8 

 

 徐思伟 

 

同上  会议 

9 

 

 臧佩红 同上  会议 

10 6.24 

 

李  卓 “21 世纪日本文化的课题—全球化时代

的日本”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

（北京） 

会议 

11  赵德宇 

 

同上  会议 

12 8.15-17 杨栋梁 “日本与东北亚：历史、现状与未来”国

际学术会议 

天津社会科学院东

北亚研究所（天津） 

会议 

13  王振锁 同上  会议 

 

14  李  卓 同上  会议 

 

15  赵德宇 同上  会议 

 

16  宋志勇 同上  会议 

 

17  熊沛彪 同上  会议 

 

18  臧佩红 同上  会议 

 

19 8.25-28 

 

宋志勇 “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华日本学会（北

京） 

会议 

20 9.1-3 杨栋梁 中日关系研讨会 外交部（北京）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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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9-11 米庆余 

 

“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

讨会 

南开日本研究中心

（天津） 

会议 

22  殷燕军 

 

同上  会议 

23  熊沛彪 

 

同上  会议 

24  徐思伟 

 

同上  会议 

25 9.28 杨栋梁 北京日本学中心举办的该中心成立 15 周

年纪念大会 

北京日本学中心（北

京） 

会议 

26  王健宜 同上  会议 

 

27  刘雨珍 同上  会议 

 

表 1：日本研究中心成员出访登记表（国际） 

（2000 年 1－12 月） 

 

编

号 

时间 出访 

人员 

职   别 出访地点 出访内容 出访 

类别 

1 

 

2.14- 

 

王中田 副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住友财团、

创价学会 

住友财团资助访问 

（1 个半月） 

研究 

2 

 

9.20 王振锁 教  授 日本立教大学 合作研究（4 个月） 研究 

3 9.30 李  卓 教  授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合作研究（1 年） 研究 

4 10.2 

 

熊沛彪 副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学 合作研究（半年） 研究 

5 10.10 杨栋梁 教  授 日本国学院大学等 

 

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考察

（1 个月） 

考察 

6 10.10 王健宜 教  授 同上 同上 

 

考察 

7 

 

10.10 赵德宇 副教授 同上 同上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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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14-15 杨栋梁 教  授 日本国学院大学、日本国际

交流基金等 16 家单位  

参加“东亚比较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 

9 10.14-15 王健宜 教  授 同上 同上 会议 

 

10 10.14-15 赵德宇 副教授 同上 同上 会议 

 

11 10.21-22 杨栋梁 教  授 日本明治大学 

 

参加“社会经济史学会

第 69 次全国大会” 

会议 

12 10.22-23 赵德宇 副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 参加纪念日兰交流 4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江户

时代的日本与荷兰” 

会议 

13 4.1 

 

刘肖云 讲  师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讲学（1 年） 讲学 

14 10.26 杨栋梁 教  授 日本武臧大学 演讲：中日关系的过去、

现在、未来 

讲学 

15 10.28 赵德宇 副教授 日本明海大学 演讲：从渡边桦山和林

则徐看中日洋学与近代

化 

讲学 

16 11.14-22 杨栋梁 教  授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系 演讲：中国经济的现状

与展望 

讲学 

17  同上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研究生

院 

演讲：中国经济的现状

与问题 

讲学 

18 11.18 同上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研

究会 

演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什么 

讲学 

19 11.22 同上  同上 演讲：中日关系之我见 

 

讲学 

20 11.25 同上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经济系 演讲：中国经济的现状

与展望（1） 

讲学 

21 11.26 同上  同上 演讲：中国经济的现状

与展望（2） 

讲学 

22 12.14 李  卓 教  授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演讲：中国的贤妻良母

与日本的良妻贤母 

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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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2000 年年度总结 

 

一、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2 次 

1、主办：“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    40 人   天津 

  2、合办：“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100 人   成都 

二、开展合作研究   2 项 

     1、薛敬孝：“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研究” 

     2、王振锁：“东亚经济圈中的日本与中国” 

三、资助出版著作  7 部 

  1、俞辛淳：《近代日本研究论集》 

  2、俞辛淳：《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3、王健宜：《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 

  4、杨栋梁：《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 

  5、孙连贵：《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评述》 

  6、李  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 

  7、李  凡：《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52-1996）》 

四、对外学术交流 

  1、出席国内外国际会议：32 人次、提交 15 篇论文（见附表 1、2） 

     2、出国学术考察：3 人次（见附表 1） 

     4、出国讲学：5 人次，其中做专题学术报告 3 人 9 次（见附表 1） 

     5、派出日本合作研究：3 人次（见附表 1） 

     6、派出留学：3 人次（见附表 3） 

     7、邀请专家讲学：17 人 25 次（见附表 4） 

     8、接待国内外来访者：60 余批 100 余人次（见“2000 年大事记”）      

五、进行基础建设 

 1、日本友人吉永正藏先生、日本教育评论家宫川俊彦教授分别出资 1600 万日元、

500 

    万日元，用于兴建资料馆和同声传译国际会议室。 

 2、新建的资料馆主体完工，总建筑面积 760 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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