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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校長】　東京大學的竹內教授、本校周院長、蔡所長，來自東京大學的

各位教授、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很高興能夠來參加今

天的學術研討會，首先我代表本校向各位貴賓表示誠摯的歡迎。生死是人類不

可避免的重要議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使得我們對生死的問題更加重視。

近年來在台灣的社會，可以清楚感受到我們對於喪禮越來越為莊重、莊嚴。在

各個地方，也積極的推動臨終關懷的運動，以及安寧病房的建立。這些舉動，

都代表著我們對死亡尊嚴的重視。另一方面因為醫療科技、生物科技的進步，

出現很多器官的移植、試管嬰兒，讓我們對「生」產生了更多的疑惑。這些

醫療的實踐與倫理的議題，其實與我們對於生命的看法、死亡的態度有密切

的關係，這也顯示出「生死學」已經是現代社會中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今天

的研討會，是台灣與日本從事「生死學」的學者一次非常難得的交流機會，生

死的觀念與相關的實踐，會隨著不同的文化、社會以及宗教傳統而有很大的差

異，因此「生死學」的學術建立，必然需要跨領域的比較、跨文化的比較。台

灣和日本同屬東亞文化圈的一員，承繼相近的文化傳統，雙方的生死文化觀念

與實踐，必然會有相通及值得比較之處。希望藉由這次的學術研討會，能夠促

使台灣和日本的學者共同探索具有東亞特色的生命與死亡觀，將有別於西方的

觀點帶入國際學術中，讓「生死學」的領域有嶄新的境界。二十一世紀是一全

球化的世紀，因應全球化的趨勢，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必須能尋求國際化的合

作夥伴，並且投入具有競爭優勢的研究主題。政治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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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著稱，目前本校宗教研究所以及散佈在其他系所的老師，亦有從

事「生死學」的相關研究。本校非常榮幸能舉辦此次政治大學與東京大學學者

間之研討會，我們期待此次會議，能夠促成兩校學者在「生死學」領域中有進

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敬祝本日會議能夠圓滿成功，與會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大家！

【周惠民院長】　竹內教授、校長、蔡所長、各位教授、各位嘉賓大家好！我們

常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實更重要的一句話是《禮記》中的「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今天看到兩方的學者在此共聚一堂，充分顯示我們

不再是一個獨學而無友時代。期待這次的議會能有豐碩成果，也希望這樣的盛

會能夠繼續。謝謝大家 !

【蔡彥仁所長】　校長、院長、竹內教授，東京大學以及與會的貴賓大家好 ! 首

先代表宗教研究所，對於竹內教授等來到政治大學參加研討會的師生，致上歡

迎之意。宗教研究所過去較常與歐美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但是近年來，我

們覺得要與亞洲國家等鄰近單位進行學術交流，這個趨勢非常重要，而且亦

有許多共同議題。今年正好是宗教研究所成立第十年，我們規劃了一系列的學

術活動，今日與東京大學舉辦的「東亞生死學」學術討論，是我們這一系列活

動中的第一個活動，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真的非常高興。政治大學的宗教研

究所，是全台灣國立大學中唯一僅有的宗教研究所，研究所中老師的專長非常

多元，主要是結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許多不同背景的老師都在此進行研究與

教學，也包括了「生死學」之研究。台灣的「生死學」，是由已故的傅偉勳教

授在 1990 年代開始推展，本所中有兩位教授是傅偉勳教授的學生，因此我們

對這個議題也非常熟悉。我們非常期待「生死學」這個重要議題，能夠藉由此

次和東京大學與會者之共同討論，能夠使其持續下去。預祝今天的討論非常熱

烈，大家可以藉由雙方的討論，得到美好的結果。謝謝各位！

【竹內整一教授】　我是東京大學的竹內整一，在此代表日本方面致詞。非常高

興東亞生死學的議題，能夠透過台灣的協助在此進行，也非常榮幸能夠得到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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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周院長以及蔡所長的致詞。生死學還是非常新的學問，我們目前也還在

摸索之中，但生與死不論在任何文化區域、傳統之中均可窺視，在此前提下能

夠透過此次會議進行討論，這是非常具有意義之事。東亞的「生死學」，並非

是因西方的「生死學」已至盡頭，因此才會轉至東亞。日本與台灣具有長期的

歷史文化背景，我們應該將其視為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財產，將其主題化，共同

進行研究討論。在大家的合作努力之下，台灣與日本有關「生死學」的研究應

該能有豐碩的成果，也期待今天的會議能夠成功。最後再次向與會的學者致上

謝意，希望今天的會議能有圓滿成果，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