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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日本研究，伴随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历时既久，成果斐然。
古往今来，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特殊历史、地缘关系的邻国，早已成为中国人悉心探索、反复观察的
研究对象。
　　近代以来，随着舶来品“杂志”在中国的落地、成长和流传，刊载其上的国际事务、世界形势和
日本问题进入中国民众视野并传播广泛。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报道、评析国际问题和有关日本研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层出
不穷，为当代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日本，打开了大大小小的窗口。
它们以数量多、门类广、形式多样，不仅在中国国际问题类杂志群体中独树一帜，而且其自身也开始
成为人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的第五次全国性研讨、也是首次在境外举行的“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
界的链接——从其载体‘杂志’的视点”学术讨论会，于2011年1月末在香港大学召开，可谓正逢其时
。
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主办的此次研讨会，邀请中国内地、香港的多家日本研究杂志及相关国
际问题研究杂志，包括《日本学》、《日本学刊》、《日本研究》、《日本学研究》、《南开日本研
究》、《日本研究集林》、《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世界
经济与政治》、《东北亚论坛》、《国际观察》、《战略与探索》等编辑同行20余人与会，借此搭建
起“两岸三地”业界同人面对面相互交流的平台，为促进中国日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加速走向世界的
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会议结束后，以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为基础，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
包括总论篇、日本研究杂志篇、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篇和附录。
论文作者从杂志编辑的专业角度出发，介绍本机构杂志的沿革和发展，对我国的日本研究及世界日本
研究的概况与趋势做出基本估价，还围绕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以及杂志的历史使命
、创新与规范、内地与港澳台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办刊水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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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由林昶主编，《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
及其与世界的链接)》是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同人撰写的文集。
它从学术杂志的视点，反映了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展经纬、办刊特色、基本
观点和来自编辑实践第一线的心得。
书中既有总揽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前沿的文章，也有基于编研体验的对学术杂
志与学术研究共生关系思考的学理性论文；既有上世纪50年代创刊的老牌期刊，也有新世纪才呱呱坠
地的书型杂志；既有位列中文核心期刊前茅的重点杂志，也有在同行间交流的内部刊行物；作者中既
有洞观新时期我国日本研究及其相关杂志发展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主编，也有初涉杂志编辑工作的青年
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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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篇
当代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的发展及其世界视域
日本研究学术期刊在香港缺失的原因之我见
台湾的日本研究现状与日本研究杂志
    一日本研究杂志篇一
从北大《日本学》管窥中国的日本研究
从杂志角度看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与世界的链接
  ——以《日本学刊》为例
更新办刊理念深化日本研究
  ——浅谈学术研究与学术杂志及《日本研究》的特色
《日本问题研究》的发展及其学术追求
《现代日本经济》30年：责任、使命与创新
构筑交流平台繁荣学术研究
  ——《南开日本研究》的发展与实践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日本学研究》
《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特色
《日本研究集林》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日本》刊载文稿的情况
中国日本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
    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篇
《国际问题研究》与中国的日本研究
《外国问题研究》走过的47年
中国日本问题研究30年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为分析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日本研究论文情况
媒体，肩负着向世界介绍“中国日本研究”的责任
  ——中国的视角及《国际观察》
《东北亚论坛》办刊特色及日本研究成果
《东北亚学刊》中的日本问题研究
《战略与探索》与今后发展及课题
    一附录一
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一览
历次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学术研讨会情况
  全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工作座谈会(天津会议)
  第二届全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工作会议(保定会议)  
  纪念战后50周年暨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国际
    学术研讨会(丹东会议)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暨第四届中国日本研究杂志
    学术研讨会(上海会议)
  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从其载体“杂志”的
    视点学术讨论会(香港会议)
历次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代表团访日情况
  首次中国日本研究刊物编辑者访日代表团
  中华日本学会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访日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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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出版相关书籍情况
  《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
  《观察与思考——中华日本学会编辑出版部活动纪实》
  《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
  《日本研究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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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如何定位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阶段　　沈教授认为，在引进与创新方面，经过20世纪50-60
年代引进苏联、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70-80年代对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进入了创新阶段。
在引进国外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多卷本《东亚视角中的日本历史
》的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表明了“建立有中国特色又走向世界的日本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①。
换言之，《日本学》在创刊之初，就与其他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学术刊物一起，成为迎接这一新时
期到来的学术研究园地，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发展机遇。
　　沈教授认为，某些问题应给予关注和解决。
例如，在引进与创新的关系上存在的误区是“只从国内角度看创新”，“但从国际上看，不过是国外
某种理论方法观点的翻版，并无新意”；“盲目轻信他人的结论”，“创新似无是非之分”以及“引
进不结合中国国情”等，结果造成“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用的都是别人的”“失语
”现象。
②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中日文化交流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在资料搜集、研究人员和
图书交流方面，存在巨大的障碍。
到了“文革”十年期间，中日文化交流更加困难乃至出现极端化问题，中国的日本研究基本上处于停
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并逐渐规范化、稳定化，走出国门前往日本开展现场研究、搜集资料、接
受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与日本学者开展面对面的对等交流等。
这样，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日本研究界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乃至日文汉字都对中国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
特别是对理论素养不甚高、国学根基欠缺的研究者来说，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和化”，在“失语
”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发挥日本学术传声筒的作用。
这种现象，在12年前已经存在，并且在12年后的某些场合甚至愈演愈烈，令人感觉到另一种意义上的
“没有免费午餐”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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