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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史学会第13次(北京)研究大会召开 

 

    2004年9月26日～27日，亚洲史学会第13次研究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1990年3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学会会员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朝鲜和蒙古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包括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从事亚洲历

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现有会员百余人之多。前任会长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现任

会长为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上田正昭先生。中国、  日本、韩国和朝鲜各有3位学者担任学

会的评议员以决定学会的重要事项。学会下设事务局，负责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工作，亦编印不定期的刊物—

—《学会通讯入亚洲史学会研究的亚洲史地域主要在东亚。自古以来，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

和蒙古等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学会的宗旨就是加强这些国家的古代文化和考古

学的研究，促进并加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之间的交流。同时，也通过学术讨论和切磋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

解并达到增进友谊的目的。  

    亚洲史学会自创立以来，已在日本东京、宝冢、大阪、浜田，中国的长春、北京，韩国的汉城、全州等

地先后召开了12次研究大会。这些会议均是围绕着东亚古代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而进行的。由于每次大会均邀

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专题讲演，在会上大家就学术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亚洲史

学会的声誉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此次研究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是继1996年的第七次、2001年的第十次亚洲史学会

研究大会之后，在北京又一次召开的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究会议。会议由亚洲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承办，题目为《古代东亚的历史年文化》，主旨明确，内容丰富、充实。参加本次研究大会的

有日本、韩国等国家20余位学者，还有中国的在国内享有声誉的一些老一辈历史和考古学家及一批中青年学

者。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科研局、历史所、世界历史所、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和文献信息中心等机构的领导和学者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参加本次研究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

达一百三十余人。中国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报》等媒体的记者对大会进行了采访。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教授主持，由亚洲史学会上田正昭会长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所长致欢迎辞。上田正昭会长在开幕辞中除对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并

对承办及赞助单位表示感谢外，还特别指出：“21世纪将是属于亚洲的世纪”，“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与新世

纪的亚洲相称的”。刘庆柱所长则代表承办单位对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

祝贺和热烈欢迎，同时还对这次大会的主题和学术上的重大价值作了阐述。接着由上田正昭教授作了《平安

京的形成和东亚》的纪念讲演，亚洲史学会评议员、著名学者王仲殊教授作了《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

圆丘的影响》的欢迎讲演。会议期间共有中国、  日本和韩国的14位学者作专题讲演，并进行大会讨论。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1412068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