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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 AEARU）主办，日本京都

大学承办的“首届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汉字文化国际研讨会（1st AEARU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于2011年11月15日-16日在日本京都大学百周年纪念时钟塔楼国际会议

大厅举行。本次会议之前，AEARU还在京都大学举行了理事会，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及AEARU的各

大学校长或代表出席了理事会。 

本次会议的缘起是，2010年春季AEARU理事会建议举办体现东亚地区的鲜明特征及区域认同感

AEARU标志性重点项目（Flagship Program）。京都大学校长松本宏提议举办汉字文化研讨会。提案中提

到，东亚各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体，历史上通过对汉字的共同使用得以发展和丰富彼此的文化，近年

来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推动了该地域各国使用共同文字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因此希望各校推

进与汉字文化相关的联合研究。参加理事会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兼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代表北京

大学附议，建议各成员学校加强在哲学、历史、文学和文化诸领域的交流与探讨，体现东亚文化的共同性

与类似性，他还表示北京大学愿意与京都大学合作组织本次和后续的“汉字文化研讨会”。 

本次“AEARU汉字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人有日本京都大学校长松本宏教授，他报告题目的是

“汉字与当代西方文明：东亚新文化的基石”，以及台湾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会长刘兆玄教授，他报告的

题目是“汉字的文化影响”。作为会议一个专场的“汉字教育和东亚汉字文化市民公开演讲会”的主旨报

告人有日本外交部顾问、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他报告的题目是“汉字在东亚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世原宏之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日本人眼中的汉字”。会议还分别举行了

“东亚汉字文化”、“汉字与现代文明”、“信息时代的汉字”等专场报告会。来自AEARU成员校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韩国高等科技研究院、台湾清华

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的几十位学者出席了会议。部分参加AEARU理事会的大学校长也出席了

“AEARU汉字文化国际研讨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严绍璗教授和沈阳教授应邀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演讲。严绍璗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汉

字对推动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汉字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的朝鲜、韩国、日本的社会

和文化都产生过重要作用，汉字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符号，“汉字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汉字”本身。

因此东亚各国都应该加强对“汉字文化”的研究，以促进东亚文化的交流，推动东亚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

发展。沈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当前几个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议看社会心态”，主要讨论了近年在中国大

陆引起广泛争议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关于汉字字形调整的字形规范之争、关于“汉外杂交”问题的汉字

用法之争和关于“识繁写简”和“用正识简”的汉字繁简之争，讨论了如何看待“习非成是”、“标新立

异”和从中反映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政治问题。沈阳教授还出席了“汉字教育和东亚汉字文化市民公开演讲

会”，并在在公开讨论环节回答了主持人和与会者的提问。 

附：附：附：附：AEARU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 AEARU）是一区域性国际学

术组织，成立于90年代初，由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17所著名研究型高

校组成，包括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香港地区的香港科

技大学，台湾的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韩国的韩国高等科技研究院、浦项科技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日本的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工程学院、东京大学、筑波大学，目的是加强东亚研究型高

校之间的学术及学生交流与合作。定期举办的活动包括：国际会议与论坛、资源，信息和设施共享、发展

通用课程，实现各成员学校之间学分认证、本科生暑期班、项目合作等。AEARU秘书处现设于香港科技大

学，我校于2009年12月当选为本届AEARU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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