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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鑒於學界對於「漢化」、「胡化」、「外來政權」或「征服王朝」等

相關議題看法分歧，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曾先後舉辦

三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引發廣泛的回響，今年（2014）

12月18－21日，假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第四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延伸出「漢化、胡化、洋化的理論及其研究史」、「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物」、「近代中國西化的歷史進程」等新課題，希

望透過這些論題的開展，引發學界更多的討論，藉由不同觀點、多元視野的

討論，能對學界爭議的論題，得出更多的理解與共識，具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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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1） 目的 

    本次研討會，承襲「漢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

討論議題，並由此延申出四個課題，分別是「民族與國家形成」、「新出史料中的

三化」、「民族及文化的衝突」、「民族及文化的交融」。 

    我們併不一定同意將漢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交流融合，簡單的以「漢化」、「胡

化」或是「洋化」等辭彙一語概括，僅僅是希望透過此一論題的開展，引發學界

更多的討論，對於族群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民族與文化之間的形成與交融，有著

更加多元化的探索與思考，希冀藉由不同觀點、多元視野的討論，能對學界爭議

的論題，得出更多的理解與共識。 

（2） 過程 

    本人於2014 年12月18日下午四點抵達會場，並辦理報到手續。 

    12月19日，上午十點半大會正式開始，由主辦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

院寧欣教授主持開幕式，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李帆教授致歡迎詞，

房山雲居寺文物管理處主任薛滿德教授致開幕詞，典禮後全體人員合照。下午正

式進入維期兩天的分組討論會議。本次大會共計安排三場研討會，每場次各分兩

組（雲澤山莊4號會議室、5會議室）進行，本人被安排在第一天第一場（14：00

－15：20）雲澤山莊5號會議室，該場主持人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易寧教

授，本人宣讀的論文題目是：〈隋朝與西突厥的涉外機構、使節特點及外交禮儀〉，

本篇論文題旨是「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國自秦漢以來即設有專職外交機構處理

與藩國或外族之間的事務。開皇二年（582）隋文帝主動派遣使節赴西突厥與達頭

可汗建立外交關係，自此，隋朝與西突厥開始有密切的往來互動。本文討論的問

題有三：一是，隋朝與西突厥的涉外機構及其職能；二是，分析隋朝與西突厥雙

方往來派遣的使節身分、出使原因以及所要達成的目標；三是，探討使節赴隋朝、

西突厥覲見國君時，所要遵行的外交禮儀。」。本人宣讀論文後，由北京中央民

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鴻賓教授擔任評論人與本人進行討論。本場次除了本人宣

讀論文外，另外三位報告者分別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張榮強教授宣讀〈中國

古代的虛歲與周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牛來穎教授宣讀〈唐宋時期的



都城營造與材木採用－以新獲墓誌所見「太院監」為切入點〉、北京師範大學歷

史學院李志英教授宣讀〈民國時期美種烟草在華北推廣的環境影響－基於山東河

南兩省的考察〉。本人擔任第二天第一場（大會第三場）第二組李鴻賓教授論文

〈交叉區民眾心態之研討－以唐朝長城區域為例〉的評論人。 

    三場六分組討論結束後，12月19 日上午十點，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趙貞教授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麗娛教授、北京理工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趙和平教授進行大會總結。12月20、21日，大會進行學術考察，

分別到「雲居寺－石經山」、「劉濟墓」「十字寺」、「周口店」等地，圓滿結

束全部的會議。 

（3）心得及建議 

    此次研討會，本人除了宣讀論文外並擔任大會評論人，三天的會議全程參與，

其中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教授〈交叉區民眾心態之研討－以唐朝長城區域為

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王貞平教授〈「蕃語」在唐代亞洲外交中的使用—以

外交中的口頭信息溝通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雷家驥教授〈試論西魏大統軍制

的胡漢淵源〉、國家開放大學王援朝教授〈西域寬刃劍與中西文化交流〉、首都

師範大學王永平教授〈波斯狗東傳：從伊朗到中國兼論粟特人在絲綢之路物種傳

播中的貢獻〉、北京師範大學鄭慶寰教授〈試析唐五代的軍事院系統〉等文，與

本人長期關注的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透過閱讀這些論文，以及與論文宣讀人交

流，對相關的議題，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時對本人日後的研究帶來許多新的啟發，

此次會議得到很大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