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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通 知 

（第一号） 

  1.会议宗旨 

  如果说古希腊神话、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的共同纽带的话，我们能否找到将东亚各国连接在一起的文化因子。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把目光

投向在当下依然被实践、被享用的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以“记忆”作为关键词，探讨中国大陆、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以及

东南亚的物质/非物质文化的交流实态，思考东亚各国的民间宗教、信仰、文化遗产等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也针对承担这些领域的知识生产的民

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探讨。 

  2. 会议名称：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 （英文：East Asia: As Realms of Memory） 

  会期： 2014年8月29日-9月1日 

  地点： 中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闵行校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3.主办单位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协办单位：中国民俗学会 日本民俗学会 

  4. 部分参会国外学者以及报告题目 



 联办会议

   学会出版物

 学会通讯

 学会年刊

 中国民俗学年鉴

   学会活动

 学会成立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我与中国民俗学会：纪念中国

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

 学会与非遗保护

 中华春节全景纪实摄影行动

 生肖卡通设计有奖征集

 感受春节：马鸣湖杯学生征文

 春节文化网上谈

   知识中的伙伴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北京民俗博物馆

 学苑出版社

 妙峰山研究会

   对外学术交流

 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

   本网公告

   联系我们

  岩本通弥（东京大学教授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主旨发言 

  松尾恒一（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 民间宗教、艺能史）——神户华人的先祖供养祭祀—以水陆斋为中心 

  白川琢磨（福冈大学教授 文化人类学）多序列的“鬼”——从修正鬼会到神乐 

  佐藤弘夫（东北大学教授 日本中世史）先祖居于山乎——日本人与山的关系再考 

  铃木一馨 （中村元东方研究所研究员 宗教学）—— “民间阴阳道”真伪辨 

  何彬（中国籍）（首都大学东京教授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 异国生活与信仰―在日中国人节日行为考察 

  小熊诚（神奈川大学教授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琉球与中国文化 

  中西裕二（日本女子大学教授 文化人类学）——日本民俗文化中中世佛教寺院的意义与功能-日本地方社会的实例研究/越南的明乡的土地神

“本头公”信仰 

  上岛享（京都大学副教授 日本中世史、宗教遗产学）——日本法会的变迁与中国佛教-从古代、中世到现代 

  小池淳一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 民俗学）——关于日用书，历书与民俗事象的形成的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金贤贞（韩）（东北大学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从破坏到保存-韩国殖民地建筑遗产的保存利用的政策与现状 

  松田睦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副教授 民俗学） ——从中国传来的采石—从中世到现代的变迁 

  Everett Brown（美国）（日本文化庁：为实现文化艺术立国咨询委员会委员）—— 日本的巧匠文化—从日本的文化艺术立国政策谈起 

  Hank Glassman（美国） （Haverford College・副教授 日本宗教史、民間信仰）——来自大陆的刻石和日本的墓、石佛：从伊派、大藏

谈起。 

  周星（中国籍）（爱知大学 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作为灵魂记忆装置的信仰 

  5.议题 

  （1）世界遗产时代的民俗学 

  （2）东亚的民俗、人、物、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与变容 

  （3）异国空间的文化研究-“外国人”的生活与信仰 

  会议议程 

  8月29日 参会者报到 

  8月30日 上午 

  开幕式 8:30 主持 王 晓 葵（本校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致辞 华师大代表致辞 

  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代表致辞 

  主题发言 

   9: 00-10:00 岩本通弥（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民俗学会会长） 

  10:00-10:40 高 丙 中（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下午 

  分科会议 

  8月31日 全天会议 

  9月1 日 代表离校 

  6. 费用 

  会议正式代表由主办方承担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往返上海的交通费由参会者自行负担。不收取会议费。 

  7. 报名方法 

  请参照5.议题的三个主要内容确定题目，将参会论文的概要（2000字左右）发往指定电子邮箱，并附上单位、职称、姓名及联系方式，我们

将据此确定正式代表的名单。我们优先考虑能和参会国外学者的报告内容形成对话和交集的内容。 

  报名截止日期： 2014年6月30日 



  8.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200241 

  联系人： 程鹏，苏长鸿，刘慧 

  联系电话：18818273656，18018563977，15021066649 

  论文投稿信箱 E-mail: haishangfeng@163.com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2014年4月10日 

会 议 通 知 

（第二号） 

  1.有关本次会议的议题，做简单说明。 

  （1）世界遗产时代的民俗学 

  可以结合非物质遗产保护运动讨论民俗学当先面临的理论问题，也可以对民俗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本身发表意见。如果是具体案例

分析的论文，希望和理论问题产生对话。 

  （2）东亚的民俗、人、物、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与变容 

  国外学者的论题多集中在这个领域，请选择能够产生对话的内容，如果调查对象和区域没有交集，希望能在理论思考方面能够有讨论的空

间。 

  （3）异国空间的文化研究-“外国人”的生活与信仰 

  这里的外国人，指在国外生活的人们，比如在日本的华人，在中国的韩国人等，讨论他们的文化适应过程的各种问题。(请参照何彬老师的题

目)。报告内容希望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也接受部分其他区域的研究论文。比如对美国的华人，德国的土耳其人的研究等。 

  2. 论文翻译的问题 

  本次会议的中方论文概要将全部翻译成日语，翻译费用由主办者承担。参会者6月30日之前提交的文本为提交翻译的正式原稿。之后作者如

有修改增补，会议方将不再提供追加翻译服务，请作者自行提供翻译稿。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2014年4月13日 

 

下载相关附件>>>>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分享到：  

上一条： ·“首届民族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2014·北京)”征文启事  

下一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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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社会学：努力让人类不做灾害的被动承担者 ·文远荣：把苗族文化收集与整理工作进行到底

·“第二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在华东师大成功召开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艺术亮相美国史密森民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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