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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文化遗产的保护） 

  

 

１．日程概要 

由中国派遣的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一行 25名成员，于 6月 25日至 7月

2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参加了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各项活动。代表团听

取了文化厅及奈良县政府有关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制定的讲座，考察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

阪山本能乐堂并体验能乐，由志愿者向导带领参观了世界遗产东大寺及奈良公园周边的名

胜古迹，访问了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考察了平城宫古迹相关设施等。在各处与相关人员交

流的同时，广泛学习了关于日本的有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政政策制定、研究活

动、启发及普及民众等情况。在回国前的报告会上各组代表汇报了回国后应用访日经验的

活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大阪府、奈良县 

 

２．日程  

6月 25日（周日） 抵达羽田机场，考察 Panasonic Center Tokyo，举办访日说明会 

6月 26日（周一） 听取文化厅讲座，考察浅草、皇居二重桥，出席欢迎会 

6月 27日（周二） 考察印刷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 

6月 28日（周三） 前往大阪府，考察山本能乐堂、体验能乐，前往奈良县 

6月 29日（周四） 听取奈良县政府讲座，考察世界遗产东大寺及奈良公园 

6月 30日（周五）  考察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平城宫古迹相关设施及唐招提寺， 

入住温泉旅馆 

7月 1日（周六）   前往东京都，举办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7月 2日（周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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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照片 

  

6月 26日 听取文化厅有关文化遗产保存及

活用讲座（东京都） 
6月 27日 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都） 

  

6月 28日 考察山本能乐堂并体验能乐 

（大阪府） 

6月 29日 听取奈良县政府有关文物级建筑

物的保存修理讲座（奈良县） 

  

6月 29日 与志愿者向导一起参观东大寺 

（奈良县） 

6月 30 考察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及平城宫古

迹相关设施（奈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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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团员感想（摘选） 

◆ 在此次的访日旅程中，我们聆听了文化厅的官员讲座，奈良文化财保护研究所的学者

的讲座，并且参观学习了许多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文化机构（如博物馆等），通过

学习与参观，有以下几点感受： 

（１）政府至国民，都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对不同层级的

文化遗产作了分类指导，并且对一定级别的文化遗产进行资助。在各种文化机构，呼吁普

通国民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和文化机构在金钱、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都是很大

的。而且在现实实施过程中，普通国民也确实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并落实在行动

中。 

（２）在对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古建筑进行修复时，政府及相关各方投入巨资，开展

专业性的修复工作，并且注意培养下一代的青年继承人，吸引小学生、中学生等参与到相

关保护事业中，这是在有危机意识的情况下，未雨绸缪，值得我们学习。 

（３）对于文化财的划分，日本有自己的角度和想法，例如把部分珍稀动物列入其中，

我们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我们特色的相关制度。 

 

◆ 这次访日收获很大。既听到了专家的讲演，又亲自去现场体验。通过短短一周的访问，

我对日本的科技、印刷、历史、戏曲，传统建筑有了初步的了解。非常感谢访问组织者的

精心安排。 

在松下展览中心，我感受到松下作为日本知名的企业，十分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强调

科技应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我看到了丰富的展品，精心的陈设，

详细清楚的讲解。在山本能乐团，我欣赏了优美的能乐表演，了解了能乐的发展历程。在

奈良，我看到了一千年前的传统建筑，大片的原始森林，野鹿自由的在公园闲逛，人与动

物实现了和谐相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然、人文、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应重视学习日

本的先进经验，特别是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此次访问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访问期间，我看到的日本人，无

论是酒店的门卫，还是博物馆问讯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旅行社的导游，还是餐厅的服务

人员都十分敬业，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前常听说日本人具有“工匠精神”。现在

我亲眼看到了所谓的“工匠精神”。我想，这是每一个日本普通人身上散发的一种气质，

一种令人尊敬的工作态度。 

 

◆ 1.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利用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作为本馆展陈本国

历史文物，既保有了近代建筑，又以近代建筑陈列历史文物，两者相得益彰。法隆寺宝物

馆外观设计新颖，艺术气息极浓，展馆内以文物为体，陈列方式和氛围营造极佳。在展陈

中，始终将文物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相比而言，中国的一些博物馆，过于偏

重副展线，场景布置过多，有喧宾夺主之嫌。 

2.奈良考察：奈良在古迹保护与展示方面收效甚佳。通过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工

作人员讲解，我们了解到奈良在古建的保护方面做法，也亲眼见到如药师寺等对古迹整体

进行落架大修，细致记录拆除过程，为复建提供准确资料。同时，如唐招提寺金堂历近

10 年才完成，工作过程中重视考古工作，利用修缮全面掌握遗迹多方面修复的做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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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但是对于历史古建整体落架大修的做法是否并不跑题，值得思考。修缮后与原状不

统一的方面如何在展示说明中协调是一个重点。 

 

◆ 虽然早就知道日本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但亲自拜访了多所日本佛寺之后，

了解到寺庙的布局，金堂的结构，佛像的形式，教派的源流与中国佛教传统的异同之后，

就更能真切体会到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了。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也是

文化厅的演讲中提到的，日本的寺庙会精心保存庭院内的青苔，这一点令西方游客感到难

以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会觉得十分亲切。在中国古诗中，青苔的成长意味着时间的

流转，“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从而，又寄托着对远行之人的思念。“相思黄叶落，

白露湿青苔。”日本寺庙中的青苔所寄寓的情愫应该更平和一些，或许颇有些周敦颐所谓

“观天地生物气象”的意思在罢。但无论如何，日本与中国文化中对于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的那种体验，却是十分相通的。 

当外物甚或自然景观承载或表达了足够丰富的人所创造的历史时，似乎就构成了本次

访问的主题---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遗产的保护绝不仅仅是政府或某个社会

组织的工作，而是它所属的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事情，也是每一位参观访问者的事情。古老

的唐招提寺木结构的金堂能够比较完好地保存至今，跟每一代的爱惜有很大的关系。这种

爱惜在这次访问中仍能体会到。比如，人们严格遵守各处的禁令和守则，绝不会大声喧哗，

不会乱扔垃圾和杂物；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很有计划，十分细致，绝不抢工期；奈良县民众

对于唐招提寺高达 50 亿日元的修复经费十分理解，并且积极支持；社会自愿者对于相关

交流活动抱有很大热情。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社会机制，也有着

一个凝聚力强大的社会共同体的支持。通过本次访问，我了解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

层面，中日两国已经有了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我想，在如何促进普通民众的参与和合作

层面，可能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化交流的空间。 

 

◆ 感动于日中友好会馆的精心安排，工作人员的全程陪同，安排内容丰富、有意义，让

我们在短时间内，既看到了日本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又看到了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同时又将这些高精尖技术应用于保护历史文化中去。 

中国和日本同样拥有着许多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相通性，因此在如何

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应该能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对灾难的应急预案之精细、全面，大到公共场所的宣传，对国民

乃至游客的教育，小到住宅应急逃生通道的统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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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接待方感想 

 政府机关人员 

能让在中国学习文化遗产行政的学生们，加深理解我国的文化遗产行政，对推进东亚

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极其重要。此外，作为文化交流，对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

要意义。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残奥会，既是体育盛典也是文化盛典，在此大规模盛典

即将来临之际的交流，意义非凡。 

 

 地方政府人员 

能以渊源深远的寺庙为主题向中国来访的各位进行讲解，意义重大。代表团的各位专

心地听讲、活跃地提问，表明其已清楚理解了我县文化遗产保存行政的这一事例。 

 

 研究机关人员 

被参加各位的彬彬有礼及热衷学习态度所感动。一直持有极高的热情参观各拜访单位，

想必一定会取得巨大成果。我们也通过接待此次访问者，得以了解外部对我们机关的期待

和评价，收获颇大。希望在今后配合此类交流活动。 

 

 研究机关人员 

经过事先非常缜密的联系调整，得以当天顺利地接待一行。代表团的各位也认真地进

行了参观，提出了很多问题，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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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代表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7月 1日/社会人/微博 7月 1日/社会人/微博 

  
7月 1日/社会人/微博 7月 1日/社会人/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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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参加以日本为主题的研讨会及读书会。了

解日本人的国民性，比较中日两国文化观念

的差异，思考中国在科技、文化、教育等方

面应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 

・将在日本的见闻通过微博、微信等与家人、

同学和同事分享。 

・加强对日本佛教艺术的了解与学术专业学

习，对自己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与补充。

在中日佛教艺术交流方面，顺利开展佛画及

中日两地高僧祖师像研究等课题。 

・就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譬如能

乐、唐招提寺、平城宫遗址复原的利弊得失

逐一形成专题报告。 

・计划以后带家人来日本旅游。因有佛教研

究者的亲属接触日本的佛教文化，将帮助其

收集资料。 

・今后在自己专业的木简研究方面，为促进

日中间的研究交流作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