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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视野下的浙江研究—— 

基于日本 KAKEN 数据库分析
1 

刘岩,王晓梅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海外浙江研究是“浙学”成为世界“显学”的重要内容,但对海外研究浙江的史料挖掘与文献梳理尚未

引起关注。立足于海外视阈下中国区域研究的学术立场，整理并分析日本 KAKEN数据库收录的有关浙江省研究的立

项课题，呈现了立项趋势、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研究种类等方面的整体貌相，对宏观层面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域

外交流与合作、民俗及方言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杭州诗人活动的历时考察、宁波与域外的历史交流、温州商人的

人际网络社会功能、绍兴的地方文化与人物挖掘、舟山市传统民间艺术之木偶戏、金华地区的口头传承文化《金华

道情》等相关课题研究成果进行译介述评，旨在厘清与把握日本浙江研究学术史料，弥补“浙学”研究阙如，从而

有助于以全球化视角更好地塑造立体的中国区域形象。 

【关键词】日本；浙江省；内容述评；学术特征；KAKEN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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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形象的海外构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应借鉴他者镜像下对中国

的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成果，以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认知。因此，以中国区域研究为重心的海外研究是实现中国形

象的海外构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的一环。国内学者一直重视收集、整理与翻译日本学者对中国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文

献。张正军[1]聚焦于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呈现了日本学者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民族民间文学方面的学

术观点。王晓梅[2]系统整理、译介与述评了 20 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谱系。立足于海外关于中国某一区

域研究方面,刘岩等
[3-4]

利用日本 KAKEN 数据库，宏观呈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对云南、贵州研究的全貌。龚群辉
[5]
基于

EMERALD数据库，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呈现了海外学术视野下的浙江印象。 

如上所述,海外学者中国区域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而日本学界对于浙江省的多维度研究却尚未受到重视。浙江

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加之其便利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省份。据何杨鸣[6]考证《农学报》与

《浙江潮》可知，浙江是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为各省之首。早期的赴日浙籍留学生一方面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

的,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引起了日本对浙江的兴趣与认知。据笔者所查阅资料，近代日本涉及浙江研究的文献可以追溯至 1882 年

由小泉正保[7]所撰写收录于东京地学协会会刊《东京地学协会报告》的“清朝浙江纪行”。因此，有必要通过厘清与把握日本对

浙江区域研究的史料文献与学术成果,为我国“浙学”研究提供海外他者的研究史料,以期弥补国内学者“浙学”研究在某些领

域的研究阙如，同时有助于以全球化视角更好地塑造立体的中国区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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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与筛选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 KAKEN（以下简称“KAKEN 数据库”），KAKEN 数据库是由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

所和国会图书馆在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协助下建立的。该国家级数据库收录的受资助的科研项目立项范围极为广泛，

自然科学及人文社科等各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均可申请，主要采用同行评审方式,优先资助具有杰出的、独创性、先驱性的研究项

目，收录有立项课题、研究人员、成果报告书、发表论文等详细信息，涵盖 1965年以来所有资助课题的信息。 

（二）数据筛选 

笔者以 KAKEN 数据库公布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为检索对象，收集数据时发现，日本除了以“浙江”为区域进行研究的同时，

也以浙江省地级市为区域进行调查与研究。首先，检索 1965 年至 2019 年的科研项目题目中含有“浙江”的科研项目。其次，

分别以“杭州”“绍兴”“温州”等 11个地级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再次，对地方名称的旧称进行确认与检索，譬如与绍兴旧

称“会稽”相关的课题“东晋南朝时期会稽贵族消亡的历史研究及其画像整理”，亦将此类课题纳入研究范围。最后，合并重

复课题,剔除表示“历史”而非表示“区域”的课题。例如“建炎、绍兴年间的政治过程和南宋高宗朝权力的构造”课题中虽然

出现“绍兴”，但表示的是宋高宗年号，而非浙江省地级市，因此剔除。 

基于上述筛选与统计关于浙江省研究的有效课题共计 72项，除宏观上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以外，微观上还涉及杭州市、宁

波市、温州市、绍兴市、舟山市、金华市 6个城市。 

二、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的整体貌相呈现 

（一）立项趋势 

图 1呈现了 1966年至 2019年间日本关于浙江科研课题立项年度趋势。如图 1所示，日本以科研项目研究浙江始于 1966年，

可以说起步较早。1966年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立项较少，课题数为 19项，改革开放至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十年间，课题数有所下

降，为 12 项。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关于浙江研究的立项课题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只有 7 项。进入 21 世纪，日本对浙江

的研究有所回升，科研项目总数达到了 34项，约占总课题数的 47.2%,其中 2005年立项课题高达 12项。从立项年份上看，呈断

点式分布。整体而言，日本对浙江研究立项课题数量随年份略波动起伏，但立项年份与立项数量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为 0.2208,

总体呈正相关增长，可以说日本学界对浙江研究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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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 

日本从 1966 年开始通过国家级立项课题开展对浙江的研究。笔者对课题立项单位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日本在浙江研究

方面的研究机构以爱媛大学和九州大学居首位,是日本研究浙江的核心研究机构，累计项目均达到了 5项以上;其后是九州大学、

大阪大学、东京大学 3 所帝国大学及信州大学、静冈大学、香川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法政大学，立项课题数量均在 2 项以

上，最后是东京学艺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兵库教育大学等的科研项目有 1 项。而日本在浙江研究方面的学术群体中也出现了

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的专家，例如:福山平成大学市¥赖信子（4项）、大阪大学斯波羲信（3项）、信州大学早坂俊广（3项）、

爱媛大学仓冈唯行（3项）、东京大学小岛毅（2项）、追手门学院大学松家裕子（2项）等学者。 

（三）研究种类 

通过统计发现，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种类有一般研究、基础研究与特定领域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一般研究，

有 21 项，基础研究、特定领域研究紧随其后，分别为 16 项、12 项，三者总数占据总课题数的 70%。“一般研究”名称在 1996

年改为“基础研究”，该研究由日本学术振兴会主管，致力于有独创性、前沿性的研究。与之相对，特定领域研究由文部科学

省主管，旨在促进日本国内学术水平提升、需要国际间合作、或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研究[8]。 

另外，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研究种类还有实验研究、奖励研究、国际研究、青年研究、综合研究、重点领域研究、特

别研究员奖励研究、研究活动启动支援研究。整体而言，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研究种类几乎涵盖了日本国家科学研究费的

所有种类，但也呈现了在研究种类的倾斜与不平衡的倾向。 

三、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的 

内容述评 

与笔者此前撰写的日本关于云南省、贵州省立项课题中的内容相比而言，日本关于浙江立项课题“浙江省/市+焦点内容”

的特征十分显著，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浙江研究尽管立足于浙江的文化挖掘，但也呈现了显著的地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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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 

日本学者对浙江省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在历史文化、域外交流与合作、民俗研究及方言研究 4个方面。 

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分别为大阪大学斯波羲信“宋元时期浙江地区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研

究”[9]、爱知学院大学铃木哲雄“唐五代时期浙江禅宗研究”[10]及关西大学藤善真澄“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与日本”[11]。在探讨

“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与日本”的研究中分别以“佛僧往来”“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汉籍与和书的相互交流”“浙江人的

日本留学和中国近代文化”为主题开展研究，发表论著 10余篇。日本文化中的诸多要素都源于吴越地区，其中对日本影响深远

的禅宗，究其源头都来自于浙江、福建一带。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的中日交流史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且尤其注重考察禅学之东渐。 

在域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课题有九州大学川胜贤亮[12]与新居滨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鹿毛敏夫尚[13]共同主持的“关于中国浙江

省战国大名沉船的日中共同研究”。通过对中国文献史料记载的查阅，证实了嘉靖 36年（1557年）日本战国大名大友义镇派往

浙江的贸易船在舟山岛岑港沉没这一史实，确认了与沉船时代相关的考古遗物，并明确了船舶母港的城市空间构造。此外，研

究还强调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共同研究的重要性。 

从民俗研究的视角探知浙江的历史文化、居民生活文化等亦是日本学者展开其研究的重要视角。在涉及浙江民俗信仰方面

主要涉及道教、民俗信仰，庙宇、祭神的礼仪，民间戏剧复兴，农村口承文艺，劝善•免灾口头文艺等内容。二阶堂善弘[14]主要

对浙江、江苏一带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庙宇、祭神、礼仪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从国际比较视野的角度，探讨了

日本禅宗寺院祭祀的伽蓝神与中国浙江、江苏一带庙里祭祀的关系，指出“从镰仓到室町时期，伽蓝神从中国传入，至今在建

长寺、寿福寺、相国寺、东福寺、建仁寺、永平寺、泉涌寺等地仍供奉着这座雕像。招宝七郎大权、祠山张大帝、感召使者、

掌帐判官等神明是道教或当时的民间信仰之神被引入禅宗的”。磯部祐子[15-16］通过对浙江省民间戏剧复兴情况及其背景的调查，

阐明了过去村民发挥核心作用的社庙戏剧，经过“文化大革命”（打破四旧）、改革开放后的变迁过程，以及民间戏剧重建的

文学史意义。同时根据戏剧复兴的调查，分析了民间的文艺动向、宗教观、人生观、娱乐观等内容。桥谷英子[17]以浙江说唱文

艺为研究核心，以劝善•免灾的功能为焦点内容，对具有宗教礼仪性质的鼓词剧目《灵经大传》与《地域巡礼》进行了参与观察

与文献研究,并结合说唱艺能文本《宝卷》的内容，明确了以女性血的污秽一“罪”为中心的演出过程中呈现的“劝善”和“免

灾”的表现形式。 

吴越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最早输入日本的汉语为吴语，至今吴音在日语汉字音读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日本国内的语

言学研究领域中，作为日语源头之一的吴语一直被视为研究的重点。爱媛大学 Ballard教授
[18-19]

一直致力于浙江吴语方言研究，

主要以约 2000种方言为对象，对其中 4种方言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角度涉及声调、词汇及运用机械化手段分析声调交替，借

助音调分析仪明确了浙江省中部及南部吴语方言有 27 种下位方言，结合频率、音长等数据统计,获得了各种关于声调和连续调

制的新见解。另外他还指出通过良好的机械化装置可以观测男女在同一方言上的共性与差异性。 

除上述课题以外，日本对浙江省的研究课题还涉及到山村集落调查[20]、世界遗产[21]、茶文化研究[22]、民间企业调查[23]等领

域，呈现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二）杭州市 

日本学者对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主要聚焦在清朝时期杭州历史人物的挖掘与史料整理。日本关于浙江的研究涉及清朝时期

杭州历史人物挖掘的课题共计 4项，均是由福山平成大学市濑信子主持,分别为“乾隆初期杭州诗人集团研究”（2008—2010年）、

“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活动与诗风研究”（2011 一 2013 年）、“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移动的变质与展开”（2014—2016

年）、“清朝康乾年间杭州诗人的诗会活动与地方文献编撰研究”（2017—2019年），课题立项时间与完成时间呈现了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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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日本学者对康乾时期杭州诗人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挖掘。 

市濑信子在“乾隆初期杭州诗人集团研究”中，以杭州诗人流向各地的诗会活动为焦点，对活动的实际情况和诗作考察发

现,“《韩江雅集》是扬州韩江诗社的唱和集，包含许多杭州诗人的作品，是反映杭州诗坛活动的作品集。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全祖望作为杭州诗坛的一员，游览各地藏书，运用丰富的知识储备补充史实,编写诗作诗集。[24] 市濑信子在“乾隆时

期杭州诗人集团活动与诗风研究”中指出，“在文坛上曾经毫无名气的天津地区，聚集在查氏水西庄的杭州诗人们，以诗歌为

中心，参加地方杂志的编写、歌咏天津的诗的制作、各种编写事业,为天津文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实际情况。”[25]另外，市濑

信子比较了杭州诗人参加的扬州诗坛的唱和集《韩江雅集》和天津的《沽上题襟集》，论述了其内容与浙派诗风的关联。市濑

信子的“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移动的变质与展开机建课题的主要成果集中在:a）雍正初期杭州诗人集团因编写《南宋杂事诗》

而名声鹊起，之后受到其他地方的诗坛邀请，展开了诗坛间的互动。b）查证了乾隆初期返回到杭州的诗人们召开诗会所呈现的

诗风与浙派的诗风不同。关于诗风变化的理由，市濑信子推测“杭州诗人同各地诗坛开展互动之时，地方志编写正处于繁盛时

期，特别是关于‘诗'的记录显著增加，有可能是因为地方文献的记录使浙派的诗风发生了变化”。市濑信子在“清朝康乾年间

杭州诗人的诗会活动与地方文献编撰研究”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点内容:a）总结了关于《月泉吟社诗》的记录变迁。该诗集在

不同的时代记录方式有所不同。明朝的记录侧重于宋遗民征诗活动,而清朝将重点放在了记录入选诗人，变化的契机是康熙年间

的《御选宋金元明诗》；b）杭州诗人所作的《南宋杂事诗》全貌式记录了《月泉吟社诗》中的诗句及作者；C）在杭州厉翳的

《宋诗纪事》中,不仅记录了所有诗句及其作者的详细传记，还记录了《月泉吟社诗》诗集以外的诗集,此书也成为撰写地方杂

志和历史资料的重要参考[27]。市濑信子随后对杭州诗人较多、召开诗会的扬州进行了调查，以上述研究均把焦点集中在“宁波”

研究上，注重阮元编撰的扬州诗坛纪录《广陵诗事》为中心,对诗社和诗会的记录进行调查，发现“此书是以诗人的记录为中心，

记载了扬州诗坛现状的书籍,以地方为单位，通过诗歌叙事的格律阐述了清朝的时代特征。其中诗会正是地方诗坛兴盛的证明。” 

该系列项目均以康乾时期的杭州诗人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既有从微观入手,对这一地域诗歌群体的诗学理念、诗会活动、

创作成果加以分析,也有从宏观入手，共时性地考察了杭州诗坛与其他地域诗坛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以及对其他诗坛诗风产

生的影响。日本学者市濑信子以“康乾时期杭州诗人”为核心的论述，无疑对浙江省优秀历史人物的挖掘、海外传播、文化交

流、地方史、地域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特别是市濑信子建立在历史文献、档案材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客观准确、研究

视角独特的论述与分析，为我国学者展开对“康乾时期杭州诗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文献与思考角度。 

此外,藤井惠介[28]通过对《大宋诸山图》研究，以及对中国古建筑群的现场调查，指出“中国城市史的变迁是由‘农业与游

牧'地带相连的内陆都市网向与沿海地带相连的城市网转换”。 

（三）宁波市 

日本对宁波的研究较为多元，研究领域聚焦在历史文化交流方面，同时还囊括了绘画人物、中国科举与宁波人士、清朝时

期的宁波精神、学术传统以及自然领域的研究。日本以宁波为核心研究区域的课题始于 1982年大阪大学斯波羲信教授[29]的“宁

绍（宁波•绍兴）地域社会组织研究”。从课题题目可知早期日本宁波研究是将其与绍兴作为整体的研究。 

在历史文化交流方面，东京大学小岛毅[30]以东亚海域的人物的交流历史为研究内容，从中国大陆面临东海的核心港口城市

宁波为切入点，考察了日本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岛乐章[31]以日宋•日元间渡航僧人的传记史料的调查、收集、整理为基础，编

撰出版了《日宋•日元间渡航僧传记》，同时收集与整理了有关日明关系史的研究文献，并编辑出版了《日明关系研究文献目录》。

森平雅彦[32]围绕中近世（10—19世纪）的朝鲜半岛与东亚诸地域的海上交流的状态,详细考察了人物在海上往来的活动。伊藤幸

司[33]通过对宁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献的考察，明确了 15—16世纪日本通过宁波吸收大陆文化的具体内容、日本人在宁波及

其周边地区的具体活动地点。 

上述研究均把焦点集中在“宁波”研究上，注重对宁波区域文化挖掘，同时与日本文化加以联系考察，足以说明宁波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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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日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将研究视野放在整个“东亚”这一广阔

的空间中，突破中国本土的框架，对宁波在中日海上交流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加以考察。 

（四）温州市 

以温州为研究区域的科研课题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涉及到温州蜜柑、温州商人、民族调查、灾害防治的研究。 

据史书记载，温州栽培蜜柑已有 2400多年历史。至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

蜜柑引入日本。1965-1993年关于温州的科研课题有 27项，均为自然领域下对温州蜜柑的研究,涉及水分保持、持续经营、养分

储存、花期调节、管理运营、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等内容，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日本对温州蜜柑的关注体现了浙江温

州优秀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物产在海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同时也表现了浙江温州蜜柑海外传播本土化的过程。 

山梨学院大学留日学者张华[34]考察了温州商人的人际网络的社会功能。课题组先后于 2011 年 3 月及 2011 年 5 月对温州和

北京的温州商人进行调查;2011 年 8 月又以温州的 500 名商店店主为对象，进行了有关温州商人的人际网络的问卷调查；2012

年 3 月再次对北京和温州的商人进行了定性调查。经过以上研究调查发现，在温州商人的市场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店

铺的运营、资金的周转以及信赖关系的构筑。此外，根据商人的经营规模与事业志向的差异，人际关系网络也不同。此课题明

确了温州商人的人际网络的多样性，对于研究温州商人的商业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以外,福田亚细男[35]历时三年对中国浙江省温州丽水地区的农耕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了村落构造与宗族的关系、传

统家畜饲养的民俗、寺庙存在形态及其祭祀的具体层次，同时收集与整理了较难获取的各村落宗族的族谱及文字资料，这些珍

贵文献对后续浙江民俗乃至江南地区民俗的研究大有裨益。河田惠昭
[36]
分析了 1994 年东海岸温州附近登陆的 17 号台风带来的

灾害影响,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他指出此次产生巨大灾害影响的原因主要有:a）台风规模较大且风力较强；b）台风登陆和满

潮重叠发生高潮；C）创纪录的暴雨；d）天气预报不够准确。 

（五）绍兴市 

信州大学早坂俊广致力于研究清朝后期绍兴地方思想文化。2002年 9月，为把握该地域的文化整体构造，早坂俊广对绍兴、

杭州、宁波进行了多点式、大范围的实地考察，体验了赵之谦庭院遗迹及纪念馆，收集了相关资料,参观了蔡元培纪念馆并了解

到其刊发了读书笔记，调查马一浮先生的故乡上虞市,并对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了认识,参观了杭州市“马一浮纪念馆”，对马

一浮学术生涯的有所了解。通过上述的详细调查、收集与细致把握,早坂俊广发表了论文《黄震〈浙学〉：现实与表象的夹缝》
[37]，文中指出：通过对宋代浙东地区的思想动向及其清代思想家的考察，可以为“清代后期绍兴”的后续研究积累基础资料。

早坂俊广也十分关注马一浮思想资料的翻译工作，通过校注与翻译，指出了马一浮和其家乡先贤章学诚思想上的异同。另外，

早坂俊广整理了与宋明思想相关的文献史料，以期呈现宋代以后思想史的脉络,发表《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译注[38]和《宋明

思想研究现状与课题：中国——社会与文化》[39]等论著。 

佐藤正光[40]基于《宋元方志畿刊》《元和郡县图志》《方兴胜览》《嘉庆重修一统志》《会稽志》《绍兴府志》等地方志

及历史文献的考证，并结合《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词典浙江省》《浙江省地图册》等图文信息,创作了《晋

宋年间名士与浙江省地名的关系图表》，研究中指出，“会稽地区是历史文化发达的地区，虽然南迁的东晋贵族在与先住民贵

族的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受到宗教风土及胜地的影响，生活中形成了具有山水游行、道教信仰、山水诗创造等特征。” 

（六）舟山市 

浙江省舟山市的木偶戏及口头传承文化是日本学者研究舟山市历史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桥谷英子
[41]
2006—2008 年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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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县（今定海区）的布袋木偶戏，对其进行了录制及表演内容的文本书写。2011—2013 年再次对浙江省泰顺与舟山布

袋木偶戏进行实地考察,对《月唐演义》《粉妆楼》《胡奎卖人头》《月唐演义》《李白出考》进行了影视化录制,研究结果表

明，“人偶动作细腻是上演的重要因素。人偶是辅助作用，叙述则是主要的，人偶与讲史的关系较为清晰。” 

（七）金华市 

追手门学院大学松家裕子[42]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世以来的口头传承文化，以期深化理解中国文化史。在“浙江金华口承

文艺研究：以《金华道情》为中心”的研究中，松家裕子以宝卷为中心，通过参与观察、与艺能者交谈和文本翻译等方法,细致

地把握了口头传承文化《金华道情》的情况，研究发现,“艺能者的传承与演出能够让我们跨越文字这一过滤器,清晰地看到中

国基层文化的特征。”此外,松家裕子对本宝卷和浙江蚕歌给予了高度关注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相继在日本道教学会、

Court Theater and Court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中国文学会、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学会发表论

文,特别是《浙江金华口头传承艺术研究——以说唱艺能〈金华道情〉为中心》[43]一书的出版，无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浙江省优

秀历史文化的海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演进的 

学术特征 

本文以 KAKEN 数据库所收录的关于中国浙江省的科研项目为分析对象，呈现了日本浙江研究的整体貌相与区域特征，发现

日本在广泛涉及与深入挖掘浙江省历史文化与区域资源之时表现以下较为明显的学术特征。 

（一）研究领域多维度 

以日本研究浙江科研立项课题的学科归属为依据，日本对浙江的研究涉及到中国文学、经济政策、日本史、社会文化、基

础工学、建筑意匠、国际交流、印度佛学、东洋史、语言学、亚洲史、艺术学史、经济史、人文地理、农业环境等领域。进一

步而言，日本在自然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对温州蜜柑的考察，研究对象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多样化;与之相对，人文领域的

研究对象及研究视角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二）研究领域深入化 

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人物的交往与流动使文化传播具有跨区域的特征，立足于某一领域深入挖掘是日本研究浙江的重要

视角。与自然领域相比,日本对浙江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人文领域，进一步细致划分则主要集中在国际视域下的海外交流、历

史视阈下的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以人物为核心的对杭州诗人、马一浮、黄震等历史人物的史料挖掘与收集整理，以及对佛教

典籍与说唱文本典籍的翻译解读与记录保存、立足于实地考察的综合研究等领域。 

(三)立足区域特色挖掘度及日本对浙江省历史文化等领域的挖掘程度远远 

日本对浙江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与考察，并紧密结合区域特色,挖掘地方史料、民俗文化。具体而言,无论是宏观上的对浙

江省的历史文化、域外交流与合作、民俗研究及方言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的对杭州诗人活动的历时考察、宁波与域外的历史文化

交流、温州商人的人际网络的社会功能、绍兴的地方文化与人物挖掘(马一浮)、舟山市传统民间艺术之木偶戏、金华地区的口

头传承文化《金华道情》等一系列研究，无不完全展现了日本立足区域特色进行挖掘,并对相关珍贵文献及民俗进行收集、记录，

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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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定的科研机构与核心人物 

日本对浙江研究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一些核心的、稳定的科研机构，如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 3 所帝国大学及爱媛

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学艺大学、法政大学、福山平成大学、追手门学院大学，同时形成了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的核心人物，

如以杭州诗人研究为焦点的市 y 赖信子、以宁绍地区文化与域外交流为研究重点的早坂俊广与小岛毅、致力于浙江说唱文化的

松家裕子、以浙江方言为研究中心的 Ballard 等。由于拥有稳定的科研机构与立足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可以预见日本对浙江

研究的多领域、多层面的深入程度与学术成果。 

(五)留日学者与中日学者合作交流 

日本以科研立项课题对浙江开展系统研究已 60 多年,在这一历程中，除了日本学者以外，留日学者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

量，他们或者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项目，或者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课题研究.同时，日本学者积极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学术交

流，可以说留日学者与中日学者合作是日本顺利开展浙江研究的重要条件。留日学者及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交流合作的方式，

一方面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广泛交流与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浙江省优秀历史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助力。 

五、结语 

借助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 KAKEN,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浙江省研究与微观层面的区域研究，呈现了日本以科研项目

研究中国浙江的整体貌相与相关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了日本浙江研究的学术特征。截至目前，日本对浙江研究较为活

跃态,科研机构与学术群体趋于稳定,研究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丰硕程超乎想象。在当今立足于挖掘与传播浙

江省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浙学研究不仅要立足于国内学者，更要放眼于百年以来海外学者对浙学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成果虽然可以管窥日本研究浙江的整体貌相,却未能呈现研究成果的细致，仅仅立足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

数据库 KAKEN的挖掘,尚未对国立国会图书馆管藏浙江论著、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 CINII对浙江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收集、整理、

分类与研究。如何打破语言、学科、领域的瓶颈,着眼于日本的同时，关注英语世界关于浙学表述文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不

仅可以为国内学者浙学研究提供海外他者视阈下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成果的翻译与述评亦可以与国内浙学研究成果互证互补，

弥补历时以来浙学研究的阙如,从这一点来讲，系统整理海外涉及浙江表述的研究文献是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是符合时代

需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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