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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 

地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Humanities College , XMU)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Humanities College , XMU）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TK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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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2th ANHN Meeting &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Maritime Silk Routes: Review and Prospects” 

第 12 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

学术研讨会 
 

日期： 2014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 

地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Humanities College , XMU)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主题演讲人： 
  
 

滨下武志教授（Professor Takeshi Hamashita）（中山大学） 
杨国桢教授（Professor Yang Guozhen）（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熊秉真教授（Professor HSIUNG Ping-chen）（香港中文大学） 
 

背景介绍： 
 

历史时期作为中西海上交通大动脉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承载了世

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时也把海洋亚洲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

世界海洋形势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演进也经

历了种种曲折。为进一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地区的历史研究、推进

世界及地区海洋合作建设，加强海内外学界前沿对话，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拟于2015年 3月联合主办2015第 12届

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会议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

 

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聚集了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文莱、新加

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余位学者共襄盛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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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3 月 21 日：会议第一天（星期六）                     

 

时间 活  动 地  点 

8:00 开放登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一楼

大厅 

9:00 – 9:30 开幕式 主持人：戴一峰教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院长） 

 

9:00 

开幕辞 

1、李建发教授（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2、周 宁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3、李焯然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华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9:30 合照 

人文学院 101 报告厅 

9:50 茶歇（一楼大厅） 

10:10 – 11:3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一（英文） 

主讲人：滨下武志教授（Professor Takeshi 

Hamashita） 

 

10:10 

有关演讲人及演讲题目与个人简介，见页 7。 

主题演讲二（中文） 

主讲人：杨国桢教授（Professor Yang Guozhen）

10:40 

 

 

人文学院 101 报告厅 

主题演讲三（中文） 

主讲人：熊秉真教授（ Professor HSIUNG 

Ping-chen） 

 

11:10 

  

11:4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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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5:30: 分组研讨 

研讨组 1 ROOM 320（三楼） 

  

有关分组研讨各组的论文发表人及论文题目，

见页 8－12。 
 

研讨组 2 ROOM 301（三楼） 

14：

00 

－ 

15：

30 
  

15:30 茶歇（一楼大厅） 

研讨组 3 ROOM 320（三楼） 

  

16：

00 

－ 

17：

30 

研讨组 4 ROOM 301（三楼） 

18:00 – 20:00: 国际会议的欢迎晚宴 

18:00 欢迎晚宴 

  
厦门大学逸夫楼 

 

 

3 月 22 日：会议第二天（星期日） 

 

时间 活动 地点 

8：30 – 10:00 分组研讨 

研讨组 5 ROOM 320（三楼） 

  

研讨组 6 ROOM 301（三楼） 

8：30 

－ 

10：

00   

10:00 茶歇（一楼大厅） 

研讨组 7 ROOM 320（三楼）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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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组 8 ROOM 301（三楼） － 

12：

00 
  

 15：00－18：00 圆桌会议及闭幕式 

15：

00－ 

16：

30 

圆桌会议 ROOM 320（三楼） 

16：

30－ 

17：

00 

茶歇（一楼大厅）  

17：

00－ 

18：

00 

闭幕式 ROOM 101（一楼） 

19:00 – 22:00： 告别晚宴 

19:00 告别晚宴  环岛路临家酒店 

    

 

3 月 23 日，会议第三天，泉州参观 

8：00 自国家会计学院出发  

  
参观景点：上午（海交馆、开元寺等）、下午（九

日山） 
17：00 返回厦门 

 

 



 7

主题演讲（Keynote Speech） 

 
 
 
 
 
 
 
 
 
 
 

滨下武志教授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ime and Inland Silk Roads 
during the 15-18 Centuries 
 

滨下武志教授，日本著名汉学家，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历任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教授、所长、东大评议员、东

洋学文献中心长、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现为中

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89 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

《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筑摩书房，1996 年）等。  
 

 

杨国桢教授 

 
丝古代海上 绸 义之路的文化内涵与当代意  

 
 

杨国桢教授，著名史学家，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任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届学科评

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台湾中央大学、

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985 工程”海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主

要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海洋史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林则徐传》（人

民出版社，1981 年）、《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 年）等。

 
熊秉真教授 

 
The Inspiration of Silk Road on Global Humanities Networking 

 
丝绸之路对于全球人文网络发展的启发 

 
熊秉真教授，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

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香港中文大

学文学院院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历史系

教授。主要代表作为：《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台北：麦田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

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年），《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

与健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年），另外编有《礼教

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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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研讨 

3 月 21 日：会议第一天（星期六） 

 

下午 14:00 – 15:30  

研讨组一 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 

地点：人文学院 320 室 

主持人：王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评论人：李焯然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报告人 论文题目 

李金明教授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林 枫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市与中国经贸关系——历史、现

状与未来 

郭 洁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Portrait of the Silk Route during Early Qing Dynasty

 

研讨组二 航路、商道与贸易 

地点：人文学院 301 室 

主持人：蒲慕洲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评论人：李金明教授（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 

报告人 论文题目 

郑永常教授 

（台湾成功大学） 

明末清初赤坎至金门航路：以《耶鲁藏山形水势图》

为中心 

周惠民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 

从普鲁士 Emden Company 公司看 18 世纪的德商来

华贸易 

李艳林博士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边疆对外商道拓展与演变 

茶歇（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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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7:30 

研讨组三 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地点：人文学院 320 室 

主持人： 戴一峰教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评论人： 周惠民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 

报告人 论文题目 

沈揆一教授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 

乾隆时期中国艺术的欧洲登陆 

蒲慕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Middle East and Far East in the Seventeen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ro. Anita Traninger 

（柏林自由大学）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Humanities 

研讨组四 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地点：人文学院 301 室 

主持人： 夏立平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评论人：陈衍德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报告人 论文题目 

修海乐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 

The Meaning of “Cultur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曾玲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当代新加坡华

人社会的宗乡文化研究 

朱盈蓓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互动体系研究  

——以华人流散文学现象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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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会议第二天（星期日） 

上午 8:30 – 10:00  

研讨组五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地点：人文学院 320 室 

主持人： 吴崇伯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评论人： 郝雨凡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报告人 论文题目 

夏立平教授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

事务研究院） 

共生系统理论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戴一峰教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经验与资源：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反思

——以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 

王日根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

 

研讨组六 海上丝绸之路的华人与当地社会 

地点：人文学院 301 室 

主持人： 郑永常教授（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 

评论人：曾玲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报告人 论文题目 

陈衍德教授、陈遥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菲律宾宿务与印尼棉兰：两个华人移民聚居的城市 

——分析与比较 

施雪琴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融合之路：《觉醒周刊》关于印尼华人问题的评述 

高艳杰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国内外学界关于冷战前期中-印尼关系的研究评析 

茶歇（10：00－10：30） 

10:30 – 12:00 

研讨组七 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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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人文学院 320 室 

主持人： 周宁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评论人： 唐志强教授（文莱大学） 

报告人 论文题目 

李焯然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宣德化而柔远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与海上丝绸

之路 

Dr. Rober Lee 

（布朗大学） 

From Silk Road to Transpacific History—The View 

from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ro.Ori GLODBERG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Rethinking Maritime Law in an Age of Global 

Change 

研讨组八 闽商与澳门 

地点：人文学院 301 室 

主持人： 田卫平（澳门大学） 

评论人：王日根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报告人 论文题目 

郝雨凡教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澳门 

张 侃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明末在澳闽商的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以《盟水斋

存牍》为中心 

水海刚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澳门闽商史论纲：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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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5：00－16：30 

圆桌会议  

地点：320 室 

主持人：王日根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16:30 – 17:00 茶歇（Tea Break） 

17：00－18：00 

大会总结 

报告人 活 动 内 容 

王日根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会议学术讲评 

戴一峰教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院长）
闭幕辞 

亚联下届会议主办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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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代表名录 

List of Representatives 

姓 名 

Name 

单  位 

Organization 

Email 

Professor 

Anita 

Traninger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atra@zedat.fu-berlin.de

Professor Ori 

Glodberg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origoldberg@gmail.com 

Professor 

Rorbert Lee 
美国布朗大学 robert_lee@brown.edu 

滨下武志教授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hama@mail.sysu.edu.cn 

陈  遥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Chenyaoxm@aliyun.com 

陈衍德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yandechen39@hotmail.com

戴一峰教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yfdai@xmu.edu.cn 

高艳杰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cwgao2013@126.com 

郭  洁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guojiely@xujc.com 

郝雨凡教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janmok@umac.mo 

靳洪刚教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HGjin@umac.mo 

李焯然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雲茂潮中华文

化研究中心 

chsleecy@nus.edu.sg 

李金明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lijinming@xmu.edu.cn 

李艳林博士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997042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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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枫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fenglin@xmu.edu.cn 

蒲慕州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muchoupoo@gmail.com 

沈揆一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kshen@ucsd.edu 

施雪琴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xqshi68@xmu.edu.cn 

水海刚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shuihg@xmu.edu.cn 

田卫平先生 澳门大学 wptian@umac.mo 

王  杰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wjie5710@126.com 

王日根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rgwang@xmu.edu.cn 

吴崇伯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wcb6251@hotmail.com  

夏立平教授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

院 

xialp@hotmail.com 

熊秉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mhpch@arts.cuhk.edu.hk 

修海乐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 hsjursen@poly.edu 

杨国桢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gzyang@xmu.edu.cn 

曾  玲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zenglin@xmu.edu.cn 

张  侃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zhangkan210@163.com 

郑永常教授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wscheng@mail.ncku.edu.tw

周  宁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nzhou@xmu.edu.cn 

周惠民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 chou7244@nccu.edu.tw 

朱盈蓓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zhuyb@xu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