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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信息

一、关于学术讨论

1．需要多媒体者，请提前与学术组工作人员联系；

2．主持人介绍时间不超过 5分钟；

3．宣读论文每人限时 10分钟；可视情况回应批评，限时 3分钟；

4．评论人以组为单位评论，每组评论限时 20分钟；

5．小组自由发言时间限时 10分钟；

6.请大家自觉遵守时间规定。

二、关于餐饮

会议提供 8月 26 日晚至 29 日中午的餐饮，其中：

1．早餐全部在学人大厦一楼自助餐厅，凭房卡就餐；

2．中餐、晚餐均在学生餐厅三楼的憩园自助餐厅，凭会务组所发

餐票就餐；

3．逾期费用自理。

三、关于住宿

1.会议提供 8月 26 日中午至 29 日下午 2点前住宿；

2.宾馆入住时，请自行支付房卡押金，并妥善保管房卡；

3.自费人员请与会务组联系，并办好相关手续；

4．逾期费用自理，并请与会务组提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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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

8 月 26 日（周五） 学者报到，入住山东大学学人大厦

8 月 27 日（周六）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09：00—09：30 与会学者合影、茶歇

9：30—12：00 主题发言

12：00 午餐：山东大学憩园餐厅（三楼自助）

14：30—16：20 分组讨论（第一至二场）

16：20—16：30 茶歇

16：30—18：30 分组讨论（第三至四场）

19：00 欢迎宴会：山东大学憩园餐厅

8 月 28 日（周日）

08：30—10：20 分组讨论（第五至六场）

10：20—10：30 茶歇

10：30—12：00 分组讨论（第七至八场）

12：00 午餐：山东大学自助餐厅

14：30—16：40 分组讨论（第九至十场）

16：40-17：00 茶歇

17：00—18：00 闭幕式

18：30 晚餐：山东大学憩园餐厅（三楼自助）

8 月 29 日（周一）

07：30—11：30 参观灵岩寺/百脉泉/泰山

12:00 学人大厦自助餐厅

14:00 自由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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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详细议程

8 月 26 日（周五）

全天 中外学者报到：山东大学学人大厦一楼大厅

18：00—19：30 晚餐：山东大学学人大厦自助餐厅

8 月 27 日（周六）

8：30—9：00 开幕式：山东大学知新楼第五讲学厅（A5015）

主持人：赵兴胜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炎教授致欢迎辞

2．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坛会议组委田中仁教授致辞

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张力教授致辞

4．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江沛教授致辞

5．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致辞

9：00—9：30 与会学者合影：山东大学知新楼前

主题发言

时间：8月 27 日 9:30-12:00

地点：知新楼 A0511

主持人：胡卫清（山东大学）

1．江沛（南开大学）：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的若干

思考

2．田中仁（大阪大学）：21世纪の东アジアと歴史问题

3．张力（东华大学）：中国与世界动力会议，1929-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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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镛泰（首尔大学）：从东洋史到东亚史再到亚洲史：走向认

识体系之重构

5．臧运祜（北京大学）：战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新秩序”

之考察——以“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的成

立为中心

6．陈尚胜（山东大学）：近世东北亚区域战争与文化认同问题

12:00 午餐：山东大学憩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厅

（ 知新楼 A 座西邻过马路）

第一场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

时间：8月 27 日 14:30-16:20

地点：知新楼 A306

主持人：三好慧真子（大阪大学）

点评人：陈尚胜（山东大学）

1．张礼恒（聊城大学）：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

宜”原因探析

2．郭海燕（日本大学）：巨文岛事件与“甲申政变”后的英国远

东政策

3．根岸智代（京都外国语大学）：尾崎秀実と第 6 回 IPR(太平

洋问题调査会）

4．林丁国（高雄医学大学）：日本帝国体育竞赛圈的兴衰：以甲

子园棒球赛为例(1915-1944)

5．若松大祐（常叶大学）：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文化概念：到《中

国之命运》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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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団阳子（神户大学）：日本海军の残存舰艇分配をめぐる中华

民国政府の意思决定―米国への交渉と协调とのはざまで―

7．杨帆（南开大学） 近代在华西人视野中的德占青岛——以《北

华捷报》为中心（1897-1914）

第二场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上）

时间：8月 27 日 14:30-16:20

地点：知新楼 A1306

主持人：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

点评人：李玉（南京大学）

1．庄维民（山东社科院）：比较视野下的鲁商、粤商与近代东亚

贸易圈

2．许卫东（大阪大学）：清末・民国期（19世纪末期～1930 年代

中期）における珠江デルタの器械制糸业の盛衰と産地构造か

らみた中国华南地域の初期工业化の特质

3．高明（山东大学）：边缘之路：中国战后格局下的经济重建—

—以上海燃料管理机构档案为中心。

4．杨蕾（山东师大）：19世纪末 20 世纪初上海与青岛间的轮船

航路

5．许惠文（台湾政治大学）：上海乡镇造产活动

6．史晓玲（山东大学）：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水稻推广述

论

茶歇：16:2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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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下）

时间：8月 27 日 16:30-18:30

地点：知新楼 A1306

主持人：陈鸿图（台湾东华大学）

点评人：庄维民（山东社科院）

1．李玉（南京大学）：认识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新维度

2．赵兴胜（山东大学）：生态·市场·社会：北方稻作中的轮回

与悖论——以山西为例（1949-2010）

3．谷永清（山东财大）：“一战”与“棉战”：论中国第二次工

业化中民族棉纺织工业的机遇期

4．冯成杰（南开大学）：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述评

——以 1920-30 年代苏南乡村为中心

5．莫婉娟（山东大学）：祖业权与集体权：转型期一个西南乡村

的争祠事件

6．辛孟轲（南开大学）：吉长铁路工程延误事件始末

第四场 战时中国与日本

时间：8月 27 日 16:30-18:30

地点：知新楼 A306

主持人：岳谦厚（山西大学）

点评人：臧运祜（北京大学）

1．张同乐（河北师大）：石门临时战俘收容所管窥

2．赵彦民（山东大学）：另一个中日关系史：以中国残留日本人

的生活史为个案

3．小都晶子（立命馆大学）：満洲国の「开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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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志鹏（山东师大）：非常态下的秘密政治传播：华北沦陷区

国民党宣传工作探究

5．菊地俊介（立命馆大学）：华北傀儡政権と日本人顾问

6．大阪大学（彭雨新）：前期《华文大阪每日》与伪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时期华北文坛的“中日亲善”

7．邹灿（大阪大学）：建国の语り：重庆国民政府による「抗戦

建国记念日」と抗戦像の构筑

欢迎宴会： 山东大学憩园餐厅

8 月 28 日（周日）

第五场 中国革命叙事再探讨

时间：8月 28 日 8:30-10:20

地点：知新楼 A1306

主持人：青野繁治（大阪大学）

点评人：江沛（南开大学）

1．岳谦厚、段少君（山西大学）：太行解放区土改中的更乐复

查与纠偏问题

2．丸田孝志（大阪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の民间信仰

と「革命の伝说

3．张红云（临沂大学）：“和声”与“杂音”：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的士兵归队运动

4．李军全（淮北师大）：节庆与政治传播：战时华北中共根据

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

5．林礼钊（大阪大学）：浅析 20世纪 40 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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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于民主的论争——在自由与平等之间

6．黄润青（山东大学）：政治动员与话语构建：“平鹰坟”的

故事

7．杜恩义（南开大学）：南京国民政府禁烟纪念日初探

第六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上）

时间：8月 28 日 08:30-10:20

地点：知新楼 A306

主持人：马亮宽（聊城大学）

点评人：许卫东（大阪大学）

1．王林（山东师大）： 论民国慈善团体的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以 1933 年清查救国捐款案为例

2．岛田美和（庆应义塾大学）：近现代中国における都市公园を

めぐる国家と社会の関系-

3．徐保安（山东师大）：清末京师仕学馆学员考

4．韩朝建（山东大学）：从五台山广济茅篷的崛起看近代佛教改

革

5．崔华杰（山东大学）：登州文会馆历史概略及其对中国现代高

等教育的影响

6．何悦弛（南开大学）：“天乳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7．黄霈忻（台湾清华大学）：近代天津防疫体系初探，1920-1937

茶歇：1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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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下）

时间：8月 28 日 10:30-12:00

地点：知新楼 A306

主持人：张礼恒（聊城大学）

点评人：田中仁（大阪大学）

1．徐畅、莫婉娟（山东大学）：断裂与延续：1949—1978 年的

中国宗族散论

2．丰田岐聪（大阪大学）：利用单颗粒质谱仪对北京市 PM2.5

的连续观测与分析

3．胡毓瑜、三好惠真子（大阪大学）：系统论视⾓下渔⺠⽣产⽣

活状况和渔业资源管理模式的关系

4．康越（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老旧社区高龄老人养老问题探析

5．沈洁（大阪大学）：浅析中国大陆碳足迹普及情况以及与日本、

台湾的比较分析

6．董雪晨（大阪大学）：浅析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与对策―

以鹤岗市为事例

7．王哲（山东大学）：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研究——以国立第一中

学为例

第八场 1950 年代前后的两岸三地

时间：8月 28 日 10:30-12:00

地点：知新楼 A1306

主持人：丸田孝志（大阪大学）

点评人：柳镛泰（首尔大学）

1．吴淑凤（台湾“国史馆”）：香港沦陷前军统局在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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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鸿献（辅仁大学）：论述 1950 年代台湾的军事整备

3．王凛然（南开大学）：一九五五年农民盲目进津与政府应对

4．齐廉允（山东大学）： 中共大城市接管的“济南经验”

5．郭汶伶（台湾大学）：从文化到政治身分的凸显：论亚薇小说

中的战争叙事

6．彭玉萍（台湾大学）：血与墨的辩证：黄得时散文论

午餐： 山东大学憩园餐厅

第九场 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宗教

时间：8月 28 日 14:30-16:40

地点：知新楼 A306

主持人：吴淑凤（台湾“国史馆”）

点评人：刘家峰（山东大学）

1．金秀英（韩国国民大学）：看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形成与“传统”

的作用：以辜鸿铭为中心

2．马亮宽（聊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争取“正统的东方学

在中国”所做的努力及成效

3．胡卫清（山东大学）：近代中国教会自立的意义与限度：以岭

东长老会为个案的考察（1881-1951）

4．青野繁治（大阪大学）：中国摇滚乐应该向那个方向走？

5．刘秀俊（山东大学）：重建破坏了的古史——刘节学术研究的

三次转向

6．宋暖（山东省社科院）：融合历史文化资源与创意产业探讨

7．张煜（大阪大学）：汪曾祺之“晚翠”文学——又论汪曾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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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场 当代东亚的政治与外交

时间：8月 28 日 14:30-16:40

地点：知新楼 A1306

主持人：王林（山东师范大学）

点评人：张力（台湾东华大学）

1．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从融入到冲突：中国红十字会恢复

国际地位的斗争

2．竹内俊隆（大阪大学）：The Build-Ups of the US and China’s

Nuclear Forces -Is a New Type of Nuclear Arms Race Taking

Place?-

3．诹访一幸（静冈県立大学）：中国の「根拠地」外交と中国

ASEAN関系

4．五岛文雄（静冈県立大学）：南シナ海问题に対する米中の対

応と日本

5．陈鸿图（台湾东华大学）：续修台北市志•政事志自治和选举

篇》中的政事

6．陈瑞琪（台湾东华大学）：记忆的变奏曲──「绿岛人权文化

园区」的纪念意义变革

7．陈祯祥（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对国际海道测量会的参与及其

影响

茶歇：16:4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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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00 闭幕式：山东大学知新楼第五讲学厅（A5015）

主持人：赵兴胜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学者自由发言

2．学术总结：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

3．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坛会议组委田中仁教授致辞

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江沛教授致辞

5．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陈鸿图教授致辞

6．下届会议承办单位代表致辞。

晚餐：山东大学憩园餐厅三楼自助

8 月 29 日（周一）

7：30-11：30 文化考察

12：00 午餐：山东大学学人大厦自助餐厅

14：00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