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閉幕致辭

此次臺北大會的執行委員，從二月份開始徵求發表者與參加者，起初非常擔

心能否有充足的投稿量，但超出預期的是，不僅日本學者，還有很多中國、韓國

研究者踴躍投稿，最後只好請許多發表者以海報的方式呈現成果。遺憾的是，幾

位大陸學者因故無法前來臺灣參加。

這次在大會所發表的，是與亞洲各地鑄造技術相關的論文。其時期包含商周、

兩漢、北朝、隋唐、宋、現代、彌生時代等紀元前後的時代。其地域範圍為中國、

朝鮮半島、日本、臺灣、希臘、尼帕等廣泛地區。

諸位學者們的研究，大多以特定地區的某一遺物或技術為對象，然而鑄造技

術在人類歷史中，是一項非常特殊且具高難度的技術，更與權力緊密聯結，亦可

見到廣泛傳播的現象，也就是說亞洲各地的鑄造技術具有密切關聯。因此，來自

各國的學者們，有必要進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並以此為契機，使鑄造技術研究向

更深而廣的方向前進。

語言是各國學者進行交流時，令人煩惱的一個問題，然而我們盡量解決此困

難。爲避免學者因語言問題卻步，此次嘗試讓發表者使用母語發表，另補充英文

PPT 與摘要使聽衆能夠理解。今後我們將繼續以此種方式一同進行研究。而學會

的雜誌 FUSUS 不僅接受日語，更歡迎中文、韓文的投稿。

現在，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 2017 臺北大會正式閉幕。我們下次在東京見！

臺北大會執行委員長 内田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