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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　現在開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暨文學院與東京大學「全球性卓越研

究中心計畫『生死學的展開與組織化』」共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朝往東亞的

生死學」。首先請本校名譽教授林慶勳先生來為我們致詞。

【林慶勲（中山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在場各位來賓大家早，原本是預定由文學

院院長李美文來致詞，但因為院長身體不適無法出席，所以由我代讀院長的致

詞。以下是李院長的致詞內容。

在場各位學術先進、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應邀參加由本校日本研究中心、文學院以及東京大學「全球

性卓越研究中心計畫『生死學的展開與組織化』」共同主辦的「朝往東亞的生

死學」台日國際研討會，能與各位先進共聚一堂、交換意見，感到十分榮幸。

生死學是一門學問，牽涉到社會學、科學、醫學、法律等層面，企圖從理

論或實務層面提供生命或死亡的相關見解。這些見解是與人類的社會文化脈絡

形成的知識系統密切相關的。

從生死學的視野來看，人類的知識系統可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宗教、哲

學、與科學，宗教解釋人的生前死後，科學研究出生到死亡，哲學則在思想上

貫串整個時空，其間的關係正是生死學涵蓋的部分。隨著近年來國人對生死學

的興趣，死亡似乎不再是塊禁忌區，甚至是公開地被討論；而對「死亡」的關

心，也正反應了現代人對「生」品質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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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然而生的浪花，最容易由死的拍擊而

生起。多少人生命觀點的轉折，是在瀕死之際下出現，這正所謂「置之死地而

後生」！死亡腳步的臨近，往往令人不得不正視生命意義感的召喚。達賴喇嘛

也曾說過：「如果我們想要死得安詳，就要學習如何好好過生活；想要安詳地

死去，就必須培養心靈的寧靜和生活的平和。」

今天希望透過這個「朝往東亞的生死學」的學術研究會，能讓我們以更積

極正面的態度來看待「生死」這個人生議題，也希望透過今天的交流，我們可

以對自我的人生觀，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謝謝。

【司儀】　接著請東京大學的池澤優教授為我們致詞。

【池澤優（東京大學教授）】　這次非常高興有機會可以在高雄的中山大學舉辦這

個研討會，首先感謝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和文學院。東京大學生死學這個計

劃案，是十年前 2002 開始的，一開始是二十一世紀卓越研究中心計畫，後五

年是全球性卓越研究中心計畫，2012 年就會告一段落。

我們這個研究計畫主要關心的是以西歐死亡學（Thanatology）的學問為基

礎，建立我們歷史文化脈絡上的生死問題，以便邁向東亞的生死學。而如何在

東亞這個古老的文化上建立生死學，是我們最關心的。2008 年開始陸續在北

京、台北、首爾，最後是在高雄舉辦這樣的研討會。

在這幾次會議中了解到東亞的多樣性和特殊性，特別就台灣這方面，在台

北的會議上得知，生死學是由傅偉勳教授所推廣與開創。從傅偉勳教授的業績

來看，雖然在內容上和我們有所不同，但在方向上卻有一些共通之處。他長期

在美國的天普大學，期間有擔任過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課程，但從

美國的死亡觀無法得到滿足，所以從佛、道來開創新的生死學。那麼我們這個

卓越研究中心計畫是以歐美死亡學為基礎，以東亞的文化背景來開創生死學的

新方向。今天這場研討會有台灣、日本的學者，從各別的文化談論生死學，希

望可以建立更多的交流與聯繫。

【司儀】　謝謝池澤教授。接著請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鄭力軒為我們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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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力軒（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　首先代表本校社會科學院林文程院長

向來自日本與台灣的各位貴賓表示歡迎之意。林院長因公事無法出席今日的盛

會，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

另外向為本校社會科學院、文學院以及東京大學ＣＯＥ計畫共同舉辦的此

次研討會盡力的在場所有人員致上感謝之意。特別是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欽

彬老師為我們這次的會議盡了許多心力。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地震與海嘯，從世界規模來看，可說是近年來最

大的自然災害之一。此外，繼之而起的是核能發電廠的事故，這也帶來前所未

有的災害。藉此向災難中的犠牲者表示哀悼之意，並對受災者在整個過程中讓

我們看到堅忍不拔的精神表示敬意。同時也祈求受災地區能夠快速重建。

此次自然災害的衝撃非常大，在人命及日常生活上帶來很大的損失。然而

同時透過這次的災難，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了人類所有的文明與價値。災害讓我

們遠離平常習慣的各種世俗價値與執著，並迫使我們重新看待生命的根本意義

與價値。此研討會的目的在於，克服災難帶來的創傷、思考從思想面・文明面

再出發的契機以及重新建構使文明與社會前進的道路。

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是台灣南部日本研究的窗口。能夠和東京大學共同

舉辦這次的會議感到非常的光榮。希望本會議的所有參與者在會議後能夠繼續

給我們一些指導，並一起提昇台灣日本研究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