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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時： ９月１２日（水）～１４日（金）  

［１時間目］13:00～14:30 ［２時間目］14:40～16:10 ［３時間目］16:20～17:50 

テーマ：区域歴史地理から見た中国伝統社会の変遷 

講 師：安 介生氏  中国・復旦大学歴史地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学習院大学客員研究員 

  会 場：学習院大学創立百周年記念会館 4 階 第 4 会議室 

※講義は中国語でおこなわれます。 

※参加費無料。事前申し込みは不要です。 

 
主催：日本学術振興会アジア研究教育拠点事業「東アジア海文明の歴史と環境」 

（学習院大学［日本］・復旦大学［中国］・慶北大学校［韓国］） 
共催：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助成：学習院国際交流基金 

 

 

 



○概要 《關於建設“晉學”研究體系的學術意義與設想》著重介紹了山西區

域研究的重要價值與創建“晉學”體系的“三部”設想；《“河東”與“山西”

名稱的演變考略》考證出“河東”與“山西”的異同之處，以及今天“山西”之

名的由來；《北魏時期代都地區人口問題研究》強調北魏代都地區人口承載力的

局限與遷都洛陽的必然性；《明代山西地區災荒性移民運動特徵分析》全面復原

與分析了明代山西災荒性移民（“流民”）運動的過程與特徵；《自然災害、制

度缺失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田地陷阱”問題》從自然災害、抗災救災制度

缺失等方面對傳統中國社會中“田地陷阱”問題形成的原因與惡果進行了全面分

析；《明代山西宗藩問題研究》從區域社會角度對明代宗藩這一特殊群體的歷史

境遇進行了細緻的分析與說明；《明清時期山西重工業商風尚與列女問題》重點

在於發掘山西重商風尚與大量“列女”出現的內在聯繫；《移民運動與山西區域

文化之變遷》系統地考察了移民運動與山西區域文化變遷的有機聯繫，以突出移

民作爲文化載體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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