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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鳥看

武田信照

〈TAKEDA Nobuteru, 愛知大学校長〉

首先，衷心祝賀本次國際学術研討会的順利召開。為了構築現代中國学，愛知大学成立

了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 （簡称 ICCS）。 従今天開始為期三天的 “激蕩中的世界與中國” 國際

学術研討会是 ICCS所計壤的研究項目中第一個得以実施的正式活動。 正如諸位所了解的，

文部科学省従2002年開始啓動21世紀 COE工程，這個科研工程的目的在于 （培養） 以博士

為対象、重点資助建設世界最前沿的研究教育基地。在激烈的競争中，我校建立國際中國学

研究中心的設想能垉一挙被該科研工程選中，本人的確感到非常的光栄。

我們的設想有三個目的。第一，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建立以愛知大学為軸心的研究中

國問題的國際研究網絡 ; 第二，通過組織國際学術研討会和５個國際性的研究会的活動，促

進旨在構築現代中國学的高水平的学術交流。第三，通過本校研究生院中國研究科在中國人

民大学和南開大学開設國際合作課程等國際化的教育活動，培養年軽有為的人才。如菓這些

目的能垉得以実現的話，毫無疑問会使我國的中國研究的学術水平更上一個臺階。将成立國

際性的研究会也列入議程的本次研討会正是為了実現上述第二個目的的一次嘗試。本次研討

会従第一天的方法論分組討論到最后一天的総結討論， 其間将分別挙行政治、経済、 文化、

環境等４個分組討論会，以期尽可能全面掌握並理解在激蕩的世界里中國的動向和変化。為

此，我們得到了包括我國在内的亜洲和欧美業績頗豊的従事中國研究的知名学者的大力協助。

我們之所以有信心将這次学術研討会辧成高水平的國際学術研討会正是因為得到了諸位的鼎

力相助。在此，本人謹代表愛知大学向作主題報告和討論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

愛知大学的前身是在中國上海的東亜同文書院大学，当時大学就致力于培養日中合作的

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戦后，以該大学的教職員為核心的有識之士成立了現在的愛知大学。建

校以來，我校継承了前身大学的伝統，始終重視以中國為対象的研究教育工作。在日本，只

有本校同時在研究生院設立中國研究科和在本科的教育中設立了現代中國学部。我們将保持

這一伝統和成績，通過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今后的活動和工作進一歩發揚我校的這一特色。

最后，請允許我借致開幕辞之際再次衷心感謝前來参加本次研討会的各位與会代表，並

期待大家能垉従今天開始的報告和討論中得到啓示和更多的有益意見，謝謝大家。

（劉星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