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9日，江静教授、许海华老师参加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举办的

“第五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改选大会暨 2016 年‘浙江与东亚’

高端论坛”，并向大会提交论文《<虎丘十咏>东传日本考》、

《<浙江教育官报>中的日本因素》；

2月 22日，王宝平教授赴大东文化大学参加 2015年度东洋研究所研

究活动报告会，并被聘为兼职研究员；

3月 12 日，王宝平教授赴日本冈山县参加二松学舎大学东亚学术综

合研究所和仓敷市联合举办的“近代东亚的汉学与教育”国际研

讨会，并作《三岛中洲与明治前期赴日中国人》基调讲演；

3月 12日，吕顺长教授赴日本冈山县参加二松学舎大学东亚学术综

合研究所和仓敷市联合举办的“近代东亚的汉学与教育”国际研

讨会，并发表《汉学家山本宪移居冈山牛窗后活动考》论文。

3 月 17 日—2017 年 3 月 3 日，李美子副教授作为交换教授赴日本四

天王寺大学访问研究；

４月 14日，王宝平教授赴嘉兴学院作《转换期日语专业的挑战与对

策》讲演；

4月 22日，孔颖副教授参加由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M;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yes, UM; Macao Foundation 在澳门举办的

“Asian New Humanities Net13th Annual Meeting "Port Cities in

the Global Era"” ， 提 交 论 文 “Macao and the 1837 Morrison

Incident”；



4月 23—24日，张晓东老师参加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等联合举办的

“第二届全国高校日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

5月 11 日，王宝平教授赴杭州师范大学作《细节決定一切—基于身

边事例的中日文化比较》讲演；

5月13日，王宝平教授和吕顺长教授参加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和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日本传统艺能讲

演会暨研讨会”，并分别发表《江户时代中日墨文化交流——以

古梅园为中心》、《围棋执黑先行与棋礼》论文；

5月 26 日，王宝平教授赴周口师范学院作《日本文化的特点―从身

边出发》讲演；

5月 27 日，王宝平教授赴郑州大学作《日本文化的特点―从身边出

发》讲演；

6月 4 日，王宝平教授赴江西师范大学作《日本文化的特点―从身边

出发》讲演；

6月 6日，张羽老师参加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举办的“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国际研讨会”，并提交论文《浅谈

浙江工商大学的中阿翻译教学》；

7月 2日，郭万平副教授、许海华老师参加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

院与神奈川大学联合举办的“东亚视阈下的非文字资料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发表《宋风石刻在日本的传播》、《指画

家罗清与<罗源帖>》论文；



7月 15—21日，吴毓华副教授、徐磊副教授、陈红老师、许海华老

师参加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举

办的“2016中国高校教师日本汉学高级讲习班”；

8月 1 日—9 月 29 日，贾临宇副教授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赴日本同志社大学访问研究；

8月 6日，王宝平教授、江静教授、吕顺长教授、徐磊副教授赴韩国

中央大学参加第十三届东亚比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发

表《“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汉诗考》、《宋元赴日禅僧研

究现状及今后的研究课题》、《山本宪汉诗中的陶诗影响》、《六

曜与日本文化》论文；

8月 12日，陈红老师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

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第十五届日本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提交论文《<白鹿原>在日本的研究与传播现状》；

8月 20日，郭万平副教授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南海协同研究中心举办

的“东亚视域下的海上交通及异域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

交论文“宋风石刻东传日本与东亚海域交流”；

8月 22日，郭万平副教授参加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元史研

究暨《集刊》60周年纪念研讨会”，并提交论文“作为日本民族记

忆的‘元寇’”；

８月 23日，王宝平教授赴东北师范大学参加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历史学学部 2016 年度工作会议暨“东北亚地域文明的交流、冲



突与融合”研讨会，并发表《义与利——试论清季“丁戊奇荒”

中日本的赈灾活动》论文；

８月25日，王宝平教授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参加历史学高端

论坛，并作《日藏清季中日笔谈文献述略》学术报告；

8月 27日，江静教授参加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

的“中华日本哲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并提交论文《宋元赴日

禅僧研究现状及今后的研究课题》；

9月 24 日，王宝平教授赴兰州大学参加“日语教育及日本文化研讨

座谈会”，并作《义与利——试论清季“丁戊奇荒”中日本的赈

灾活动》学术报告；

10月 15 日，王宝平教授、吴玲教授赴南阳师范学院参加由全国高等

院校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

组、河南省高校日语教学研究会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日语教学

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信息多元化视野下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吴

玲发表论文《走国际化特色之路,提高专业人才质量》；

10月 19 日，王宝平教授赴井冈山大学参加日本 ONEASIA 财团东亚共

同体讲座，并作《日本文化的特色——从身边出发》讲演。

10月 22 日，王宝平教授、吕顺长教授、吴玲教授赴江西师范大学参

加“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浙皖赣分会年会，并分别作《明代汉诗“国比中原国”考》基调

讲演、以及《<佳人奇遇>非梁启超译新证》、《<中日文化交流

史>说课》；



11 月 3日，王宝平教授赴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参加第 8届“东西文化

融合”国际研讨会，并作《遣明使节嗐哩嘛哈“国比中原国”考》

基调讲演；

11月 5日，江静教授参加《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举办的“日本

汉文古写本的整理研究与中日学术交流史第二届写本论坛”，并

发表《<禅林墨迹>证误举例》论文；

11月 9日，王宝平教授赴苏州大学参加日本 ONEASIA 财团东亚共同

体讲座，并作《遣明使節嗐哩嘛哈“国比中原国”考》讲演；

11月 19日，王宝平教授、吕顺长教授、徐磊副教授、许海华老师参

加我院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东亚—新史料、新视点”学术研讨会，

并分别发表论文《义与利——试论清季“丁戊奇荒”中日本赈灾

活动的动因》、《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郑永宁“国

贼”嫌疑事件——兼论近代中日交涉中的旧唐通事形象》、《从

情报与决策的互动看晚清的国防建设――以日本相关情报为中

心》；

11月 22 日，王宝平教授参加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举办的“东亚

视域下的笔谈资料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作《近代中日笔谈文献

的瑰宝——<大河内文书>》学术报告；

11月 24 日，王宝平教授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参加第四届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选题及学术规范专家会议；

11月 25 日，王宝平教授赴中山大学历史系作《在日本发现中国》学

术报告；



12月 8日，江静教授参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举办的“文化交

流与观照想像——中国文哲研究的多元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虎丘十咏>诗跋的形成与东传》；

12月 13 日，王宝平教授赴日本千叶大学参加“超越国界的交流历史

——告诉你，告诉我”国际研讨会，并作《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

再考》学术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