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留言板 新闻 文档 我要投稿 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gfedc   登录 注册

计数器：276389 设为首页 加入搜藏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全文检索  中日汉籍全文检索  日本研究论著检索  华藏日本古籍书目  中日关系人物检索  日本文献典籍解题  

 当前位置：文档 » 文档明细查看 » 常规新闻 » 热点新闻

中日青年学者论坛“传来、变革：占卜——愿望和欲望”研讨会在浙江工商
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举行 

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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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青年学者论坛“传来、变革：占卜——愿望和欲望”研讨会于2007年12月8日在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召开。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王勇所长致辞后，研讨会在水口干记博士主持下开始。水口博士用一番
精彩的引言介绍了近年来关于占卜主题的研究情况并提出了本次研讨会的主旨。 
中日双方的六位青年学者依次做了以下报告： 
 

1、群马县立女子大学山口的《雨僧正仁海和祈雨经法》介绍了仁海为使东密战胜其他宗派，将作为阴阳道祭祀的五龙
祭纳入请雨经法这一佛教礼仪中。 
 

2、浙江大学关长龙的《敦煌堪舆文书之宅法述略》从阴阳宅法、五音宅法、八卦宅法三方面阐述了敦煌堪舆文书之宅
法。 
 

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井上亘的《御体御卜与《新撰龟相记》》运用《新撰龟相记》这一新资料力图廓清御体御卜
（天皇御体占卜法）的真貌。 
 

4、南京大学赵益的《古代星占记录“赤方气”的文献学考述》指出中国古代星占具有“重灾异而轻祥瑞”的基本趋
向，其祥瑞纪录的客观性远远低于灾异纪录，“赤方气”纪录正是典型例证。因此将《史记》裴骃集解引孟康注关于
“赤方气”的记载与环状超新星遗迹联系起来的看法，值得商榷。 
 

5、活水女子大学细井浩志的《日本近世之前对宇宙论的关注》质疑了日本人对宇宙构造不感兴趣的成见。 
 

6、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陈小法的《日本遣明船的祭祀》基于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等四部日本入
明僧的朝贡日记对遣明船的祭祀情况作了一番考证。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宝平教授在最后的致辞中总结了本次研讨会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主题新颖：一直被贬为迷信而疏于研究的古老占卜活动由此得到了全新的审视； 
    其次是学者新锐：此次研讨会集中了中日双方在“占卜”这一新兴领域的青年学者；  
    第三是交流广泛：参加研讨会的不仅有大学的研究机构，也有图书馆、博物馆的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管宁先生做
了近一小时的精彩点评；浙江图书馆吴志坚做了《元代阴阳禁书与阴阳人》的报告。 
 

    占卜本是古今中外普遍的风俗习惯，它深植于人们的内心，反映出人们预知不定未来的愿望。而在信奉科学技术的
现代，占卜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历久弥新，生意盎然——这使占卜现象的研究有了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日
本和韩国出土的文字资料急剧增加，三国的古代研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有必要将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的
汉字文化圈给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带去的文化浪潮以及这股浪潮与两国固有文化所发生的激烈冲突置于东亚古文化这一
框架下重新审视。对这一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占卜’这一全人类的主题会成为打开这一现状的突破口。我们
祈愿本次研讨会将成为迈向这一“突破口”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