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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青（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

【王青】　请中方主办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哲

学会会长卞崇道教授致开幕词。

【卞崇道】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以竹内整一教授为首的

越洋而来的各位日本学者，以及来自国内的各位学者，大家好。

经过中日双方将近一年的筹备，在各位学者的大力支持、协助与热情参与

下，中日东亚生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开幕了。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致以衷

心的感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生死观问题是超越时空的永久性话题，是人们时刻都要面对的人生问题，

更是思想家必须思考，给予解答的研究课题。当今，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

冲击下，高科技，尤其是信息化的驱使下，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伦

理观、价值观、人生观无不受到巨大的冲击。而生与死的问题自然也引起人们

的重新思考，并且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中国，以儒释道为中核的中华传统思想，数千年来孕育着中国人的生死

智慧，并且给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下，中国学人不仅认真

挖掘、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精华，丰富现代国人的精神生活，而且结合现代中

国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潜心研究中外生死哲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生命教育，

丰富人们的生命内涵，提高人们的生命价值。

本次召开的中日东亚生死学学术研讨会，是中日两国学者首次就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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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交流。相信以此为契机，为平台，必将进一步推进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由于会期短，能够在大会上交流的论文有限。希望未能在大会上发表的论

文，在会下也能充分地进行交流。

以生死观而言，吾之人生至今距离死期越来越近，吾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

为搭建中日学术交流平台而出力。吾之能力与生命有限，吾只能从自身实际出

发尽力为止，不求完美，不求无限。

最后，祝愿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预期成果，谢谢。

【王】　谢谢卞崇道教授。下面请日方主办者代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

研究科教授竹内整一教授致开幕词。

【竹内整一】　大家好，我是东京大学的竹内整一。我代表日方参会者简单做个

开幕发言。

这次在中方学者，尤其是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卞崇道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召

开了东亚生死学学术研讨会，我想对此表示感谢。生死学这一学科是刚刚起步

的，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在摸索当中。但是，说到对生和死的思考，无论

在什么文化传统，都是文化积累最深、最厚的思想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可以说它是最古老的思想活动之一。

“东亚生死学”这个主题并不意味着西方和东方的二者择一。我们只是想

关心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最基本的东西。

我相信，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一定会对这一课题带来丰硕的结果。

会议日程只有两天，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尽情地提出我们该讨论的问题。

再次，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担任筹备工作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