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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创业回眸 

王勇 

来源：《日本学刊》2006年增刊 投稿人： 发布时间：2007-9-4 阅读次数：1244

    
    回顾本所的创业史，光隶属大学就“一波三折”：研究所创办于1989年，当时取名“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
心”；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研究所随之更名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2004年主要成员分批离开浙江
大学，重新组建后称“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一、杭州大学时期：艰辛而甜蜜  
 
 

    杭州大学时代属于草创时期，当时在校内被戏称为“三无”机构：无专职编制、无办公经费、无固定场所。我这个
主任经常到处借空屋接待来客，诸如邮寄信件、复印资料、购买书籍等，一概自掏腰包。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发展神速，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形成巨大冲击。这股风也透过门缝刮进校
园，搅得书生们心绪不宁。一方面是吃惯大锅饭的“官方”研究机构经费缩水，度日维艰；另一方面经济、法律、外语
等走红学科实力雄厚，却无法在死板的科研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 

    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是一位很有有魄力的学究型管理者，他大概参照了在商品经济洪流中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模
式，允许各学科教师自由组建研究机构（当然要履行一系列手续），但学校不给予编制、经费、场地支持，任其优胜劣
汰。 

    一时间，各种名目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属于比较异类的。有人质疑：“日本没
有文化，研究它干吗？”有人告诫：“很多研究机构有企业撑腰，你搞的冷门撑不了多久。”风言风语虽多，我当时铭
记的是沈善洪校长的一席话：“给你5年时间，如果成绩卓著，脱颖而出，可以考虑给予独立编制。” 

    5年一晃眼过去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连续5年申请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同时申请到国家教委课题2项、浙江
省社科基金课题1项、日本野村财团课题1项，并与日本山口大学合作申请到日本文部省课题2项，累计申请课题11项。
此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6次（其中4次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共同举办），出版著作11种（其中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
史论》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鉴于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以来取得突出成绩，1993年6月被浙江
省教委指定为省级研究机构。 

    沈善洪校长没有食言，记得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党政联席会议上，让我去汇报、陈述，当场拍板升级为具有独立编
制的研究所，定编3人，从新建的“邵逸夫科技馆”中拨出约50平米作为办公场地。研究中心自此摘掉“三无”帽子，
更名为“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而且有了专职编制和固定场所，但学校依然不拨办公经费，所以还是个“国有民
办”机构，此后5年，研究所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有关中日书籍交流的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
注。尤其是代表研究所最新成果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
版社）、《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日本大修馆书店）陆续推出，在日本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这一时期，研究所的“专门史（文化史）”硕士点门庭兴旺，报考者来自全国各地；同时还与外国语学院合作申报
了“日本语言文学”硕士点，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备研究力量。1997年杭州大学科研处对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进行
首次综合评估，在数十个研究机构中，日本文化研究所脱颖而出，获得唯一的一个满分。 

    现在回想起来，杭州大学时期创业异常艰辛，但留下甜蜜的回忆。艰辛，是因为从“三无”到“一无”，日常办
公、设备添置、外事活动诸经费，均从个人课题费中抠出来，现在放在浙江大学的几个书架，就是王宝平教授从家里搬
来捐赠的。甜蜜，是因为有领导的人文关怀，有杭州大学重视文科的传统，记得某年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池田温先生从宾
馆乘公交车来访，我在破旧的外语楼面对厕所的小屋里接待他，陋室清谈，其乐无穷。沈善洪校长知道此事后，专门过
问，还聘请他为客座教授。 
    在艰辛中品出甜蜜，这就是杭州大学的魅力。 
 
 

二、浙江大学时期：全体出走记  



 
 

    岁月如流，转眼到了1998年9月，中国高校史上惊天动地的改革，在杭州付诸实施了。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
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对此举措舆论褒贬不一，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历史来定论了。 

    经过杭州大学黄金十年磨练、扩展，此时日本文化研究所兵强马壮，专职人员达6名（含办公人员1名），其中教授
3名，副教授1名，讲师1名；加上10余名硕士生，数名博士生，形成一支齐整、强大、团结的科研梯队。 

    “四校合并”后，浙江大学跃升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我们希望在这个大舞台上有所作为，制定了详细的5年发
展规划，主要内容是加强国际交流、力争与世界接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浙江大学的大部分时期，全所5名教师均
为留学归国学人，“海龟”们利用在国外学术界的丰富资源，引进国际合作项目、招收国外研究生、输送所有博士生和
部分硕士生出国留学、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可以说，留学归国学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属于强势群体，但在
浙江大学复杂的人事纷争中便属于弱势群体了。 

    浙江大学原来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四校合并”之初，按照工科模式实行“系所一体”，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来直属
校科技处，于是没有了着落。大约有半年多时间，一会儿传闻把我们并入外国语学院，一会儿又听说将我们落户于人文
学院，更多的消息说日本文化研究所将取消，教师分流到各系。在揣揣不安中度日如年，最终还是流着杭州大学血脉的
人文学院收编了我们。“四校合并”后的最初遭遇，把我们美好的愿景打消了一半。 

    稍事安定之后，浙江大学高举“争创世界一流”旗号，鼓励开展国际交流，我们以为时机已到，重整旗鼓，与我们
促成的日本4所姐妹大学频频沟通，希望对学校“争创世界一流”多做贡献。然而事与愿违，浙江大学讲究“门当户
对”，嫌那4所大学规格不高，单方面终止了校际交流，甚至没有一封礼节性的公函。我们担忧起杭州大学时期聘请的
客座教授的命运，经在学校网站检索，全体神秘失踪，日本方面的客座教授仅乘原浙江大学聘请的几位。 

    建立一所国外姐妹学校并使之正常运转，往往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而撕毁一纸协议也许只在某些
当家人的一念之转；从国外聘请一名真才实学的客座教授，经过多方栓选、层层审核，而删除这些名单恐怕只需操作员
键盘一按。我们在杭州大学黄金十年期间构建的国际交流网络，就这样摊垮了。 

    由于“四校合并”，有得有失，有喜有悲，人际关系异常复杂。“海龟”人士根基既浅，又不喑关系网机巧，可谓
处处碰壁，连年申请国际会议、著作出版、重点机构资助，竟无一次获准，让人觉得备受冷遇。 

    现在回想起来，浙江大学虽然财大气粗，但每年拨给研究所的办公经费平均不到1000元，连支付电话费还不够；浙
江大学虽然想“争创世界一流”，但它的国际化是个误区，5年中我们在国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70篇（包括东京大学
的研究纪要），学校竟然一概不作科研业绩计算。 

    值得庆幸的是，在浙江大学的艰苦岁月中，我们虽然被彻底边缘化了，也正因为如此，全所上下同甘共苦，致力于
营造良好的小环境，如1994年开设的每周一次读书会坚持不懈，楞是把持续10年之久的《中国正史日本传新注》（3
册，约80万字）杀青。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浙江大学时期虽然心情不畅，但个人的科研成果却大多最为丰盛。这是得
益于杭州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还是应该感谢浙江大学时代的巨大压力？ 

    “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就是我们在浙江大学的遭遇。 
 
 

三、浙江工商大学时期：任重而道远  
 

 

    2003年前后，浙江大学人事制度出现变化，人称“吐故纳新”工程。只要本人提出辞职申请，无论你是助教还是教
授，人事部门现场办公，立等可取。原杭州大学教师大批出走（秉承杭州大学衣钵的人文学院，目前减员约三分之
一），日本文化研究所教师也乘势各寻生路：3名到国外，2名转他校。 

    创办15年的研究所，似乎一夜之间散伙了。然而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们与浙江工商大学胡祖光校长邂逅，我们吐露
报国无门、理想难成的苦衷，他当即表示：你们有多大的能力，我就提供多大的舞台。 

    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交谈，胡校长对学者的体恤、对文科的理解、对国际交流的鼓励，让我们从浙江大学的孤
独无援中找回杭州大学时代的甜蜜感受，激起我们第二次创业的激情。王勇教授、王宝平教授毅然辞去国外大学教职回
国，一批志同道合者重新聚集起来。 

    浙江工商大学为了接纳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整体迁入，并考虑今后发展的空间，于2004年7月新设“日本语
言文化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作为校级研究机构隶属于学院。如此，日本文化研究所绝处逢生，短短2年时间里，犹
如凤凰涅磐，迎来第二个迅猛发展高潮。 

    我所现有专职编制9名（含1名日本籍专职副教授），分属古代日本文化研究室、近代日本文化研究室、日本动漫文
化研究室，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3名、讲师3名、助教1名，另有专职图书管理员1名、研究助手2名、与学院共用专职办
公人员3名。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活动是每周一次的读书会，目前的专题为“中国文献中的日本史料”。具体分工如下： 

    隋唐时代：王勇教授、吴玲副教授、水口干记副教授 
    宋元时代：江静副教授、郭万平博士、李美子博士 
    明清时代：王宝平教授、陈小法讲师、孔颖讲师 

    研究所设有“日本语言文学”硕士点，共分以下四个研究方向：日本语言（导师：聂中华副教授）、日本文学（导
师：王宝平教授）、日本历史（导师：水口干记副教授）、日本文化（导师：王勇教授）。硕士点从2006年接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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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方向招生2-3名。 

    研究所藏书丰富，总数约5万册，内设多个文库，如早稻田大学文库（28000余册）、国文学研究资料文库（5000余
册）、尾崎康文库（3000余册）等，各具特色，而尤以日本历史文化类原版图书比较齐全。 

    日本文化研究所从1998年5月开设专业网站，“四校合并”后脱离浙江大学校园网，取名“日本文化研究网”
（http://www.zdrbs.com）；2004年转入浙江工商大学后，将日文版独立出来，创建了面向国际的“Japanology of 
China”（http://www.japanology.cn）。我们在网站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目前可以全文阅览的著作、
论文、随笔、史料约15000种，“日本汉文史料全文检索库”收录各种文献约300万字，拥有注册会员近4000人，是国内
同类网站中资源最丰富者之一。 

    研究所目前主编的大型丛书有3套：即王勇主编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勇主编的《日本
文化丛书》（杭州出版社）、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外，出版定期刊物2
种：《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华书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日本国际文化工房）。 

    我所与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优秀论文评奖活动，面向世界华语地区每年举办一
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的7届（详情参照http://www.zdrbs.com），竭诚欢迎各地学者积极参与。 

    回眸历史，瞻望未来，我所将坚持“立足本地，放眼国际”的办所宗旨，坚持“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的特色，坚持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方针，与国内外同行携手共进，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绝处逢生，任重道远，这就是我们在浙江工商大学的感受。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所长 王勇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电话：0571-88086091（兼传真） 
E-mail：japanology_ch@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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