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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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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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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辽宁沈阳人。195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0年来所。1988年评为研究员，曾任本所中外关系史

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在学会工作方面，曾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会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科研论著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东洋篇》、《汉文化论纲》（合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

卷》（合著，中日同时出版）及在中、日发表的论文多篇。其中，《汉文化论纲》曾获得全国高校出版

社第三届优秀社科著作奖。曾多次出访日本，进行访问研究及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学术演讲。自

1989年退休后，曾受邀赴日，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1999－2001）、二松学舍

大学大学院非常勤讲师（1999－2000）、在早稻田大学（公开讲座）讲授《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

交流史上的人物》等课程。在科研工作方面，目前受聘为东京大学人文科学部的集体科研项目——《九

至十六世纪、中近世时期日本对外交通史研究》的课题组成员，并担任中日合作科研项目——《策彦周

良两次入明交通路线复原研究》的课题负责人。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成果一成果一成果一成果一览览览览

标  题 作  者发表单位 发表时间

从成寻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看宋代中

日关系 
夏应元

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日本

史论文集第3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藤原京的祖型

问题 
夏应元 中国史研究 1989年第3期 

论林子平 夏应元 日本史论文集 1982年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 夏应元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1年第2期 

日本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夏应元 日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 1988年 

宋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夏应元 北京大学学报 1983年第5期 

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向西太平洋地区

的传播 
夏应元 太平洋文集，海洋出版社 1988年 

中国禅僧东渡日本及其影响 夏应元 历史研究 1982年第3期 

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与日本大陆政策 夏应元 日本研究，辽宁大学 3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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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17日    进行中日经济关系史的研究

1988年8月16日（1个月）    应日本都市研究会邀请，考察日本古代城市遗址，

1991年7月20日（10天）    应邀赴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参加“东亚比较文化史”研讨会

1994年9月30日（8天）    应邀赴日本日中关系史学会参加“日中关系史学会年会暨学术讨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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