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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研讨会在东京举行（图）

[ 作者 ] 于青;孙东民;曹鹏程;王斌来 

[ 单位 ] 人民日报 

[ 摘要 ] 由中国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研讨会——井真成墓志及遣唐使文化”2005年7月30日在东京举

行。来自中日文化界、史学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700多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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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

交流研讨会——井真成墓志及遣唐使文化”2005年7月30日在东京

举行。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朝日新闻社社长秋山耿太郎、中国

驻日大使王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等出席会

议。来自中日文化界、史学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700多人与

会。会议气氛热烈，研讨深入，学者们的精彩发言不时博得与会

者热烈的掌声。 2004年10月，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在中国西

安面世。据记载：唐开元年间，井真成来到中国，强学不倦，受

到唐朝的厚待，死后诏赠尚衣奉御。承载着中日两国友好交往印

记的井真成墓志引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井

真成墓志2005年年5月在日本爱知世博会展出，7月20日移到东京

国立博物馆，成为“遣唐使和唐朝的美术展览”的一大亮点。王晨在致词中说，“遣唐使”这一词语，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含义相同、写法

相同、发音相近，两国人民共同使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井真成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面世不到一年，已经

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新佳话。对井真成墓志进行研讨很有意义。目前，我们正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坚持“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就要以惨痛战争的历史为鉴，同时也要从曾经长期存在的中日两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历史中，从井真成、“遣唐使”的历史中

受到深刻启迪，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

地向前发展。秋山耿太郎在致词中说，发现井真成墓志的消息公布后，朝日新闻作了大量报道，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公元8世纪，

在唐朝的长安，被认为大有前途、却不幸英年早逝的井真成是一名怎样的青年呢？他在异国学习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包括墓志中所描

述出的人物形象在内，这个墓志现在仍然还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今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一直保持长期友好关

系的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研讨会，意义深远。王毅对研讨会召开表示祝贺。王毅说，井真成墓志是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中

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友谊的缩影。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亲仁善邻的优良传统和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中

国始终注重“宣德化而柔远人”。崇尚“以德为邻”、“厚往薄来”。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它使中国长期以来成为

世界上的和平力量、本地区的稳定因素。今天人类已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围绕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得以保存和继承。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从两千多年中日交往史中总结

有益的经验，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牢记深刻的教训，克服当前的困难，推动中日关系尽早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天

津社会科学院中日学术交流中心教授王金林、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小甫、西北大学考古

学系主任王建新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云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一虹，日本奈良大学教授东野治之、中



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早稻田大学教授李成市、早稻田大学副教授石见清裕、国学院大学教授铃木靖民、法兰西国立高等研究院教授夏绿

蒂等学者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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