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十年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秘书长 李 玉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日本研

究机构 ,成立于 1988 年 4 月 22 日。

日本研究中心的成员由北京大学各系 、各研究所 (室)从事 日

本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 、社会 、语言 、文学和思想等各领域的教学

和研究人员组成 ,现有成员 70 余人 ,其中教授 、副教授 30 多人 。

研究中心还聘请 20 位国内外知名人士担任顾问 ,并邀请一些国内

外学者担任特约研究员。

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时确定的宗旨是 ,加强和促进北京大学的

日本研究 ,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发展两国学术

界之间的交流 。同时 ,还规定日本研究中心的任务是 ,协调和组织

全校的日本研究;举办报告会 、讨论会和讲座等学术活动 ;协助培

训研究生 ;编辑出版(日本学 》和(日本研究丛书 》;组织和推进同国

内外日本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收藏有关日本的图书资料 。

到今年 ,北京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已经走过了 10 年的历程 。10

年来 ,在北京大学各级领导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机构 、企事业团体 、

基金会和学者 、友好人士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下 , 日本研究中心围绕

上述宗旨与任务 ,努力工作 ,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在科学研究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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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开展课题研究 ,深入研究日本

北京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最主要的 、经常性的工作是 ,组织中心

成员开展课题研究 ,深入研究日本 , 10 年来 ,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

统计 ,公开出版的著作 133 部 ,译著 69 部 ,学术论文 709 篇 ,译文

174 篇 。

这些论著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 。具体的研究领域及课题

如下:

(1) 日本政治研究旧 本政局的变化;对外关系(日美关系 、中

日关系 、大国外交);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 、制度法规研究) 。

(2) 日本经济研究 :战后垄断资本主义;战后经济发展 ;政府经

济政策;农业问题;金融证券市场;国际竞争力; “泡沫经济 ”;企业

文化 ;中日经济关系 。

(3 )日本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大化改新 、江户时代);近现代

史研究(明治维新 、大正民主运动 、法西斯化);中日关系与中日文

化交流史研究 。

(4 )日本文化研究 :文化特质与民族性_;哲学思想研究 ;民俗艺

道 ;文化与现代化 。

(5) 日本文学研究旧 本文学史及流派思潮研究 ;日本作家与

作品的评价研究旧 本文学传统理念 、美意识的研究 ;中日文学的

比较研究旧 本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

(6 )日本语言研究:基础语法研究;病句研究 ;敬语研究 ;文语

研究;中日语言对比研究 ;功能意念研究;话语篇章研究;语用研

究 。

(7) 其他领域研究 :教育研究(日本高等教育 、日本教育改革);

科学技术研究(科技史 、中日两国科技的发展与比较);汉语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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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规律);

日本社会研究(中日亲属体系的比较研究 、家元等非亲属集团的研

究 ;妇女及青年等问题的研究) 。

上述领域研究中的不少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国内外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这当中 ,应首推周一良先生的日本研究 。他

在五六十年代撰写的 旧̀ 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 ”、“关于明治
维新的几个问题 ”等论文中阐述的 “明治维新的性质应当是一次不

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等一系列观点 ,至今仍然是我国史学界的主

流论点 。80 年代以后 ,周一良先生又撰写了不少有关 日本史及中

日关系史的论著 ,其中 ,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为集大成者 。全书共收论文 18 篇 ,各篇论文虽未编成章

节目 ,但自成体系 ,独具特色 。这部著作代表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

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正因为周一良先生在学术上成就卓著 ,他

荣获了日本第 巧 届山片蟠桃 日本研究大奖 。

沈仁安的(楼国与东亚 》(日文 , 日本六兴出版社 1990 年 2 月)

一书在国内外获得好评 。 日本著名古代史学家铃木靖民 ,考古学
家耙国田男 、久米雅雄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傅佛果教授等

著名专家 、学者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 。

严绍璧的学术专著(中 日古代关系史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 、(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 、(汉籍在 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日本

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等专著一经出

版 ,立即有许多国内外学者于(北京大学学报 》(1993 年第 1 期) 、

(新史学 》(1993 年第3 期 ) 、(日本学)(第 1 辑 )等学术刊物上撰文

给予充分肯定 。

再如 , (21 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玉 、汤

重南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后 ,也颇受杭州大

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 、西北大学图书馆官长葛承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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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好评 。刘金才的(现代日语敬语语法)(合著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2 年) 、徐昌华的(日语语法研究 》(合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贾蕙营与日本学者春日嘉一合著的(中日比较风趣民俗

学)(日本评论社 1991年 ) 、滕军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

社 1992 年)等著作的出版 ,也颇为引人注目。

此外 , 日本研究中心成员还参加了许多学术著作的编写 ,其中

有些也获得较高的评价 。如潘金生 、于荣胜等人参加撰写的(东方

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被评价为

是摆脱 “西方中心 ” ,唤醒 “东方意识 ”的 “东方文学史巨著 ”(奚博

光:(评(东方文学史>) ,载(光明日报) , 1997 年 3 月 12 日) 。

日本研究中心的一些论著还获得了各种学术奖。这些学术奖

反映了这些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水平 。

举办学术讲座和报告

为了推进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和中日学者的学术交流 , 日本

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 ,不定期的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学术讲座和报

告 ,邀请日本著名学者 、社会活动家 、政治评论家 、企业家做学术报

告 。据不完全统计 ,由日本学者做主讲人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 18

次 。现将主要的学术讲座和报告简述如下 :

香山健一教授 :“亚洲 、太平洋时代的展望和日中关系的未来 ”

(1988 年 10 月 6 日)

梅原猛教授 :旧̀ 本的传统与现代化 ”(1995 年 3 月 30 日)

松尾聪教授 :旧̀ 本企业的经营之道 — 以食品产业与科学技

术的关系为中心 ”(1995 年 4 月 1 日)

清水正夫先生:“芭蕾艺术与 日本文化 — 松山芭蕾舞团的历

程 ”(1995 年 6 月 29 日)

安藤彦太郎教授 :“战前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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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9 月 22 日)

岸阳子教授:旧̀ 本女性作家的中国观 ”(1996 年 3 月 21 日)

大久保勋先生:“中日经济的现状认识和今后的中日合作—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1997 年 10 月 30 日)

其他日本学者的报告或讲座的题目如下(括号内为报告的 日

期);十时严周 :“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 — 日中比较 ”(1988 .10 .

24) 、石田一良: “庄子思想在日本 ”(1988 .11 .15);横田澄司: 旧̀ 本

人与社会规范 ”(1991 .5 .17 );蒲池孝一 : 旧̀ 本企业的人才培训 ”

(1992 .10 .9);中田光男 :“苏日教育比较 ”(1994.5 .26);高桥祥起:

“日本政局变动与政治的未来走向”(1995 .10 .11) 、“关于日本第

41届总选举 ”(1996 .10 .24 );中田康雄 : “信息技术的革新促进 日

本企业文化的转变 ”(1995 .11.24 );吉田旷二: “鲁迅与内山完造 ”

(1996.10 ,11):本泽二郎: “令人担忧的日本政治 ”(1996 .11.22 ):

高白通敏 :“桥本内阁的行政改革 ”(1997 .4 .7)

此外 , 日本研究中心还邀请国内的学者做学术报告 ,其中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周季华和冯昭奎教授 ,报告的题目分

别为 旧̀ 本的形势与中日关系 ”(1994 .6 .1) 与 旧̀ 本当前的政局与

经济形势 ”(1994 .12 .15) 。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 ,近几年来 , 日本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行

一次学术报告会 ,这一报告会是与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资助的课
题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从 1994 年开始 ,每年 日本研究中心都与卡

乐 B 日本研究基金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 , 由承担课题研究的学者

和研究生做课题报告 ,据统计 ,从 1994 至 1997 年 ,共举行 4 次 ,报

告者有 n 人 ,他们是(括号内为报告题目):

张光佩( “当前 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 ”) 、刘金才( “二宫尊德的

报̀德思想 '与日本的近现代化 ”) 、康慧敏( “战后日本的中东 石̀油

外交 '述论 ”) 、李国秀( 旧̀ 本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三次教育改革 ”) 、

魏常海( “涩泽荣一的孔子观 ”) 、胡坚( 旧̀ 本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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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与影响 ”) 、冯晴( “中日间能源领域环境技术转移研究 ”) 、李

廷举( “中国古代天文学传入 日本之始末 ”) 、成峰( “80 年代以来 日

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 、刘建辉( “明治维新运动与上海 ”) 、

滕军( “中日茶文化辨异与展望 ”) 、刘华祝 ( “徐福故里及其东渡日

本的起航港与航线等问题 ”) 、魏英敏( “传统文化与中日企业伦理

之比较 ”) 、严绍烫(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儒学革命的见解 ”) 。

总之 ,上述学术讲座与报告已成为 日本研究中心学术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推进北京大学日本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

组织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

除日常的学术讲座和学术报告外 , 日本研究中心的另一项重

要的学术活动就是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到目前为止 ,召开的国

际学术讨论会已有 6 次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下述几次:

1.“国际文化交流 — 大化改革学术讨论会 ” , 1988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召开 , 日本学者 7 人 ,中国学者 29 人出席了讨论会 。这

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中国日本史学会 、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共同举办 。中日两国学者围绕 7 世纪中叶在日本发生的

重大历史变革 — 大化改新的社会背景 、性质及其历史意义等问

题展开热烈讨论 ,具体的议题是 :(l) 中国人和 日本人的改新观 ;

(2)7 世纪前期日本社会的矛盾;(3) 东亚世界的形势与日本;(4)

改新政策的实施 ;(5) 关于律令制与班田制 ;(6) 改新后的日本社会

的阶级变化;(7)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会性质 。讨论中 ,气氛

热烈 , 自由活跃 ,中日两国学者就大化改新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改

新诏书真伪 、改新后的社会性质 、阶级关系以及乡户 、房户的性质

等间题 ,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

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收入北京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编辑

2 2



的(日本学 》第 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9 年 5 月)。

2.“中日民俗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 1991 年 3 月 23 日

至 27 日召开 ,中日两国 7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 30 位学者在讨论

会上宣读了论文 。与会者不仅介绍了中日两国民俗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 ,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而且还就中日两国民俗事项

的渊源 、异同 、研究方法 ,以及民俗学与文化论的概念区别等展开

了讨论 。此外还就民俗教学 、民间文学研究等双方感兴趣的问题 ,

举行了若干次小型座谈会 。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得到了日本国际

交流基金的资助 ,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贾

蕙营 ,沈仁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3 年 4 月)。

3 .“中 日共同研讨会 — 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 ” ,

1995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召开 。此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日本研究

中心和 日本国际 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47 名中日学者

参加了会议 ,其中 18 人 (中方 9 人 , 日方 9 人)在会上做了学术报
刀匕
】习 O

此次研讨会深入地讨论了中日近代化历程中中日两国的代表

人物 ,即中国的魏源 、郭篙煮 、康有为 、郑观应 、张睿 、周学熙 、鲁迅

等 , 日本的岩仓具视 、大久保利通 、木户孝允 、伊藤博文 、中村正直 、

横井小楠 、幸田露伴 、森有礼 、杉田玄白等 。与会者一致认为 “东亚

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 ”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 。21 世纪将迎

来亚洲世纪 ,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在下个世纪将会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

4 .“ 2̀1 世纪中国与 日本 '国际学术讨论会 ”,于 1996 年 3 月

28 至 29 日召开 ,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共同主

办 。此次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日本 4 位知名学者及中国 17 位知名

学者作为主题报告人 ,他们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

与此同时 ,会议还特别邀请了 20 余名中日学者共同参加讨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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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也对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3 月 28 日上

午举行开幕式 ,国家领导人雷洁琼 、谷牧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德

有 、林丽温 ,著名学者季羡林 、周一良 , 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嘉恭等近

200 名中日人士出席 。28 日下午 、29 日全天中日学者围绕国际政

治 、经济和文化三个专题展开热烈讨论 。

会议极其成功 ,各方反应良好 。北京电视台制作了专题片 ,在

新闻节目中予以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 , n 家报刊对会议做了报

道 ,计有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1996 年 3 月 30 日) 、(北京 日报 》

(1996 年 4 月 6 日) 、(北京大学校刊) (1996 年 4 月 5 日) 、(光明日

报)(1996 年 4 月 23 日) 、(神州学人) (1996 年 4 月 5 日) 、(中国改

革报)(1996 年 4 月 26 日) 、(北京周报)(1996 年第 16 号 , 1996 年

4 月 26 日出版) 、(日本学刊) (1996 年第三期)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6 年第 3 期) 、(合作与交流 》(北京大学外事

处编 , 1996 年第 1 期 ) 、(亚洲与 日本) (日本社团法人亚洲社会间

题研究所编 ,第 268 期 , 1996 年 5 月 1 日出版) 。会后 ,编辑论文

集 ,于 1996 年 10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名为(21 世纪中国

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全书收录论文 21 篇 ,会议综述

1篇 。该论文集的日文版已于 1997 年 4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 。

除此之外 , 1995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日本研究中心还与北京大

学历史系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与战后世界的发展 ”国际学术讨论会 , 120 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

议 。

日本研究中心还同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发起 ,于

1995 年 n 月 16 日至 17 日召开了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国际

学术讨论会 ,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的 50 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

议主要讨论了儒家文化的性质 、特征 、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正

反作用 ,东亚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前景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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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出版(日本学 》、<日本研究丛书 》

为了及时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的成果 ,以及介绍国内外特

别是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有关 日本学研究的著作 、译著和论文集的

编辑出版 。

1.编辑 、出版论文集 《B 本学 》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年报 , 自1989 年创刊以来迄

今已出版了 8辑 ,综观这 8 辑(日本学 》,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从涵盖面看 ,几乎包括了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各个领域 。众

所周知 ,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是多学科的 ,人文社会各学科都有研

究者 。 (日本学)作为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成果的园地 ,它所刊

载的文章也是多学科的 。据统计 , 8 辑 (日本学}共刊载论文 143

篇 ,按研究领域区分 :政治及外交 n 篇(占总数的 9 .6 % ,下同) 、

法律 6 篇(占 4 .6 % ) 、文学 15 篇(占 12 % ) 、历史 28 篇 (占 21% ) 、

中日关系 17 篇 (占 13 % ) 、社会 7 篇 (占 5 % ) 、语言 9 篇 (占

6 .3 % ) 、文化 12 篇 (占 9 % ) 、教育 4 篇 (占 3% ) 、科技 3 篇 (占

2 % ) 、学术动态 13 篇 (占 9 .6 % ) 、书评 12 篇(占 9 % ) 。译文共 59

篇 ,按研究领域区分 :政治 3 篇(占总数的 5 .4% ,下同) 、经济 5 篇

(占8 .5% ) 、历史 24 篇(占 40 , 1% ) 、哲学及宗教 2 篇(占 3 .4 % ) 、

社会 4 篇 (占 6 .8 % ) 、文化 12 篇 (占 20.5 % ) 、教育 2 篇 (占

3 .4 % ) 、文学 2 篇(占 3 .4 % ) 、学术动态 1 篇(占 1.7% ) 、书评 4 篇

(占 6 .5% ) 。

(2) 从作者队伍来看 ,一是年青人正在成为主力 , 8 辑 (日本

学)的 143 篇论文中 ,年青人撰写的有 50 篇(占 35 % ) ,从而使(日

本学)充满了活力 。二是实行开放方针 ,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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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投稿 。在 8 辑(日本学 》的论文中 ,有 30 篇 (占 21 % )来自校外

和国外的研究者 ,给(日本学 》增色不少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

(3) 从文章内容看 ,一是提倡独立思考 ,发扬创造性 ,鼓励并刊

登一些有创见的文章 。这在历史领域尤其突出 ,无论古代史还是

近现代史都有观点独到的文章 。如王晓雯的 《试论田沼时代)(第

4 辑);武寅的(试论明治初期的日本行政系统 》(第 6 辑) 。二是提

倡并突出比较研究 ,实际研究 ,重视新方法 、新手段的运用 ,在这方

面也刊登了一些有意义的文章 。如陈玉龙的(中日书法艺术同源

异流考辨 》;贾蕙营的(中日筷子习俗与禁忌辨异 》(第 3 辑 );尚会

鹏的(日本和印度贱民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 5 辑) 。三是介绍一些

动态 ,以开阔读者眼界 。这包括最新学术消息的报导 ,某一领域研

究动向的综合评介 、个别著作的翻译 、书评 ,以至国外研究机构的

简介等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积极吸取国外各学派有价值的成果 ,

为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

2 .出版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

日本研究中心还编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并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 ,目前已出版的有:

《世界和平与裁军 》, (日)宇都宫德马著 ,王保祥 、王效贤 、马

斌 、贾蕙营 、李玉译 , 1989 年 。

《我的人学)(上 、下册) , (日)池田大作著 ,铭九 、潘金生 、庞春

兰译 , 1991年 。

(敦煌 ·有我追求的艺术) , (日)平山郁夫著 ,王保祥译 ,贾蕙查

校 , 1990 年 。

(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 一19 88 )) ,李玉 、刘玉敏 、张贵来

主编 , 1991年 。

《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 》,孙立川 、王顺洪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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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

(日本文学论集) ,刘振流著 , 1991 年 。

(宇都宫德马文集) , (日)宇都宫德马著 ,任清玉 、李玉 、贾蕙

置 、李寒梅译 , 1991年 。

(克制 自我的生活态度 》, (日)冈本常男著 ,潘金生 、贾蕙营等

译 , 1991 年 。

(经营革新的艺术 》, (日)立石一真著 ,王保祥译 ,贾蕙营校 ,

1992 年 。

《日本的修史与史学 》, (日)坂本太郎著 ,沈仁安 、林铁森译 ,

1991 年 。

·(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 — 中 日民俗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 ,贾蕙营 、沈仁安主编 , 1993 年 。

《一根稻草的革命 》, (日)福冈正信著 ,樊建明 、于荣胜译 , 1994

年 。

(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 》, (日)冈本常男著 ,潘金生 、潘钧译 ,

1994 年 。

《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 目录} ,李玉编 ,1995 年 。

上述(研究丛书 》中有的是专著 ,有的是论文集 ,也有工具书 ,

但更多的是译著 ,其作者都是 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如池田大作 、宇

都宫德马) 、企业家(如立石一真 、冈本常男) 、艺术家 (如平 山郁

夫) 、学者(如坂本太郎 ) 。这些书或记录了他们的辉煌历程 ,或表

达了他们的人生哲学 ,或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此 ,出版后获

得好评 。可以说 ,这些译著的出版 ,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 ,也反

映了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与贡

献 。

3 .其他出版物

(l) 与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合作 ,出版了(北京大学学报旧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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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刊 》(1997 年 10 月) 。该专刊收录了中心成员撰写的有关

日本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 、文学 、语言等 17 篇论文 。

(2) 与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合作 ,编印该基金研究成果汇编 。

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从 1994 年起 ,每年资助部分教师 、研究生和

本科生从事日本学研究 ,称之为 “年度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由日

本研究中心策划 、组织 ,并于每年 4 月将课题研究的成果(论文)汇

编成册 。据统计 , 1994 至 1996年的三年中 ,日本研究中心编印成

各(年度课题研究成果汇编)共 6 辑 ,收入有关 日本研究的论文 94

篇 ,合 110 万字 。其中 ,教师的论文35 篇 ,研究生的论文 巧 篇 ,本

科生的论文 44 篇 。

(3) 与亚非研究所共同编印了(亚非研究动态 》,介绍中国国内

有关亚非研究 ,特别是有关日本研究的动态 ,并赠送给国内各主要

大学和研究机构 ,促进了学术研究信息的交流 。从 1995 年 7 月至

1998 年 1 月 ,共编印(亚非研究动态)共 8 期 ,其中 ,收录的日本研

究中心成员撰写的介绍日本研究动态的文章 19 篇 。

培养跨世纪的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才

北京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始终重视年青教师 、研究生和本科生

的培养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通过下述几条途径进行 :

(1) 日本研究中心成员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 ,并勤恳地从事

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 日本研究中心成员 ,共指导硕

士研究生 70 余人(其中 31 人已毕业 ,取得硕士学位) ,指导博士研

究生 16 人(其中 1 人已毕业 ,取得博士学位) 。

(2) 开展课题研究 ,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本科生的独立思

考的能力 。这项工作是由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资助 。由日本研

究中心负责组织操作的 。 自 1994 年以来 ,每年都要资助部分教

师 、研究生和本科生从事日本研究 。从 1994 至 1997 年的四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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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助教师 50 人(每人一项课题研究) ,其中教授 24 人 ,副教授

21 人 ,讲师 1 人 ,助教 1 人 。

(3) 四年中资助研究生 17 人 ,其中硕士生 9 人 ,博士生 8 人 。

这样 ,获得资助的教师与研究生合计 67 人 ,他们完成的有关日本

研究的课题共 67 项 ,撰写论文 67 篇 。按研究领域区分 ,政治 、外

交 7 篇(占总数的 10 .4% ,下同) 、经济 12 篇(占 18 % ) 、法律 1 篇

(占 1.4 % ) 、文学 9 篇(占 13 .4 % ) 、历史 6 篇(占 9% ) 、中日关系 7

篇(占 10 .4 % ) 、社会 3 篇(占 4.5 % ) 、哲学及思想 4 篇(占 6% ) 、文

化 8 篇(占 12 % ) 、教育4 篇(占6 % ) 、语言4 篇(占 6 % ) 、科技 l 篇

占(1.4% ) 。在上述 67 人中 ,副教授 、讲师 、助教合计 26 人 ,加上

研究生 17 人 ,共 43 人 ,占总数的 64 % 。可见 ,从事课题研究的青

年教师和研究生占了大半 ,由此 ,极大地推进了对年青学者的培

养 。

四年中 ,共资助历史系 、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 64

人 ,完成有关 日本研究的课题 64 项 ,即撰写 64 篇论文 。按研究领

域区分 ,政治 1 篇 (占 1.7% ) 、经济 38 篇 (占 59 .3 % ) 、历史 7 篇

(占 11% ) 、中日关系 6 篇(占 9% ) 、文学 3 篇(占 4 .7% ) 、社会 2 篇

(占 3 .2% ) 、哲学思想 2 篇(占 3 .2% ) 、文化 2 篇 (占 3 .2 % ) 、教育

3 篇(占 4 .7% ) 。

为了提高承担课题研究的本科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

力 ,日本研究中心还专门配备了指导教师 ,并举行本科生课题研究

报告会 。会上课题承担者做课题报告 ,并展开讨论 ,气氛热烈 。会

后编印本科生的 《课题研究成果汇编 》,这些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后积极推进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与学者的交流 。

首先是派学者去 日本访问 。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 , 日本研究中

心成员出国访问已达 186 人次 ,其中赴 日访问为 144 人次 。这些

访间中 ,除去一般的访问外 ,主要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研修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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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具体地说 , 日本研究中心成员赴 日参加国际会议 48 人次 ,赴

日从事研究 35 人次 ,其中一年以上者为 28 人次 ,赴 日讲学 巧 人

次 ,其中讲学一年以上者 2 人次 。

其次是邀请和接待日本各界人士来北大 日本研究中心访问 ,

截至目前来访的日本学者和友好人士的人数难以统计 ,估计有七

八̀百人 。

频繁的友好往来必然推动 日本研究中心与日本各界的合作 ,

奋合作中 , 日本研究中心获得了支持与资助 ,从而使北京大学的日

本研究不断深入 。

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 ,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且在新的改革

开放形势下得到了很大发展 。虽然如此 ,但还是不能适应形势发

展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今天 ,当我们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和 日本研

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之际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对以往取得的成绩

感到欣慰 ,对今后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我们相信 ,在领导的关怀

和国内外有关单位和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 ,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

一定会得到新的进一步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