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東亞漢籍交流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日程 

會議時間：2023 年 9月 17 日 

會議地點：南京大學仙林校區文學院活水軒 

主辦：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 

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 

韓國高麗大學漢字漢文研究所 

日本立命館大學白川靜紀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 

協辦：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韓語系 

時間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講評人 翻譯 主持人 

9:00-9:30 
董曉（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伯偉（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 

中→韓：尹海燕 

中→日：黄一丁 

金程宇 

（南京大學） 

9:30-9:40 合影 

9:40-10:10 
沈慶昊 

（高麗大學） 

關於《星湖僿說》中明

淸書籍的引證 

芳村弘道 

（立命館大學） 韓↔日：宋好彬

10:10-10:40 
俞士玲 

（南京大學） 

藍芳威《朝鮮詩選》被

精準記憶的詩意、詩

句：以五古、五律為例 

李美珍 

（高麗大學） 
中↔韓：郁嘉

10:40-11:10 
六車楓 

（立命館大學） 

《四書句辨》在日本的

受容與修訂問題 

吳正嵐 

（南京大學） 
日↔中：黄一丁

11:10-13:30 午餐 

13:30-14:00 
高井龍 

（立命館大學） 

試論龍谷大學藏《悉達

太子修道因緣》 

童嶺 

（南京大學） 
日↔中：黄一丁

徐亦然 

（南京大學） 
14:00-14:30 

卞東波 

（南京大學） 

朝鮮本《宛陵梅先生詩

選》與東亞漢文學對梅

堯臣之評論 

松尾肇子 

（立命館大學） 
中↔日：黄一丁

14:30-15:00 
楊沅錫 

（高麗大學） 

《六書略》對朝鮮漢字

學的影響研究 

尾﨑順一郎 

（立命館大學） 
韓↔日：宋好彬



15:00-15:30 中間休息 

15:30-16:00 
張伯偉 

（南京大學） 

文獻·長時段·比較眼

光——東亞行紀研究方

法芻議 

王亞楠 

（高麗大學） 
中↔韓：郁嘉

16:00-16:30 
藤田優子 

（立命館大學） 
《草堂詩餘》和南北曲 

鄭用健 

（江原大學） 
日↔韓：宋好彬

16:30-17:00 
宋好彬 

(高麗大學) 

藤塚鄰的漢學與北學派

硏究之視座——淸朝考

證學與東洋學之遠近 

左江 

（深圳大學） 
韓↔中：郭佩堯

17:00-17:10 綜合討論 

中↔韓：郁嘉

日↔韓：宋好彬

中↔日：黄一丁

金程宇 

（南京大學） 

17:10-17:40 

閉會辭：沈慶昊（高麗大學） 
韓→中：郭佩堯 

韓→日：宋好彬 

金程宇 

（南京大學） 
閉會辭：芳村弘道 （立命館大學） 

日→中：黃一丁 

日→韓：宋好彬 

閉會辭：張伯偉（南京大學） 
中→韓：郁嘉 

中→日：黃一丁 

發表規則：論文發表每人 20分鐘；講評每人 5分鐘；翻譯 5分鐘。 

全部日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會議安排或議題 

2023年 9月 16日 14:00至 23:00 南京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報到 

2023年 9月 17日 09:00至 17:40 南京大學文學院活水軒 會議 

2023年 9月 18日 8:00至 17:00 南京市內文化景點 文化考察 

2023年 9月 19日 08:00至 16:00 南京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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