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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江 仙 

【明】杨 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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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盟倡言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倡 言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同时在两国拥有众多读者与酷爱者且影响之深厚

广泛，而且还由此衍生出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动漫、漫画、游戏、小说等文化与文艺作品的，

可能非《三国演义》一书莫属。 

2018 年末，从事中日两国交流的几位同仁，与专事三国文化研究的几位专家、学者谈

及中日两国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话题，结果性情相投、一拍即合，认为应该联合协作拧成

合力，共同推动中日间三国文化交流、助力三国文化特色旅游发展。更认为这是一项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加深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助力三国文化特色旅游发展的跨国界、越时空的

宏大文化工程，事不宜迟。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北京唐藤中日三

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本着自发自愿、合作协作、平台共建、各取所需

的原则，整合与吸收中日与三国文化相关的史学、文学、文博、旅游、中日交流等领域的

专业人士、业余爱好者与相关团体，形成合力与规模共同促进国内与海外的三国文化交流

与旅游事业发展。 

联盟聘请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总务省前审议官堀江正弘，日中科学技术文

化交流中心前理事长韩庆愈，日本国家观光局北京事务所所长齐藤敬一郎，《人民中国》杂

志社总编辑、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王众一为顾问。 

联盟由国内外一批中日三国文化研究的顶级学者，一批从事中日交流的前外交官员，

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士，一批旅游领域的领军专家组成的领导团队，如贾蕙萱、梁满仓、

郑铁生、张大可、周文业、李铁民、张可喜、孙前进等；日本方面参与的有《三国志》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渡边义浩教授，日本众议院议员伊佐进一、《朝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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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资深研究员、著名日中友好人士西园寺一晃等，是一个专业齐全、结构合理，配合

有序、能够承担与完成使命的团队。 

联盟与国内不同类型的三国文化遗址与文化古城、文旅文博单位、研究团体，以及与

编辑出版众多三国文化题材图书的日本“潮出版社”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截止到 2020

年 5月共有 43家发起单位。联盟还与三国名人如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孙权、周瑜

等后裔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都是富有传奇和历史故事的人，与我们共同缅怀先贤、承继

传统文化。 

本联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打包走向海外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是一个跨领域、多学科、

越国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民间交流平台，也是中日三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型

高端智库。今后也拟发展吸收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专业人员与团体参加。 

联盟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谨记社会责任、遵

守诚信原则，提倡优良学风；积极开拓中日三国文化研究交流互动的新项目，推动其从历

史的深处更大步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为增强与繁荣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事业

服务。 

本联盟是“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在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事业领

域的对外窗口，全称为“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日文名为“北京唐藤中

日三国文化交流と観光連盟”、英文译名为“Beijing TangTeng China-Japan Alliance for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ourism”。简称为“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简

称日文名为“中日三国文化交流と観光連盟”、英文译名为“China-Japan Alliance for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ourism”，缩写为“ATKCT（China-Japan）”。 

我们将强化平台作用与服务意识，计划近期将抓紧建设由 13 个独立域名网站构成的

“中日三国文化与旅游信息平台”；每年举办一次“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发展国际论

坛”；策划实施中日三国文化合作项目，推向海外与引进并举；开展多种形式、不同规模

的中日三国文化交流、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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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与各位参与者充满着活力与激情，正在努力与奋斗，希望能够得到相关各界的关

注、指导与支持。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二、成立宣言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成立宣言 

（2019 年 11 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非历史规律，却也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 

东周之后，春秋战国时代，五霸七雄征战不息，在中国思想史上却是百家争鸣、百家齐

放的盛世。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足鼎立，战事频仍数十年，却也是众多文才武将各路英雄展现风采

的历史舞台，堪称中国战争文化的顶峰。 

史书《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后人评价其“文质辨

洽，荀张比之迁固”，不仅为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也是《三国演义》等

文艺作品乃至三国文化的历史依据。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上乘之作，形象地再现了三国英雄豪杰群：诸葛孔

明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堪称“智慧化身”；曹操虽乱世枭雄，然则雄才大略，文武兼备；

仁德之君刘备，礼贤下士，知人善用，遂促成三分天下之势；关云长忠勇仁义，后世神化

为“关圣帝君”；此外，张飞、赵云、孙权、周瑜、司马懿等等，都是依然“活”在现世

的历史人物。 

三国名人后裔薪火相传，根深叶茂，遍布全国，至今欣欣向荣。 

武侯祠、关帝庙门庭若市，香火鼎盛，三国遗址遗迹星罗棋布，如今已成著名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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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地。 

及至对三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更可谓繁荣昌盛，遍地开花，大家辈出，硕果累累。  

东邻日本，近世以来，“三国文化热”经久不衰，“诸葛孔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三国志》研究家，人才济济，承前启后。凡此种种，既是全球国际关系中绝无仅有的现

象，更是维系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关系的一条纽带，尤为难能可贵。 

在三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当今之势，在国内，亟需整合资源，密切联系，开展交流，

提升研究水平，促进旅游业蓬勃发展；在中日两国之间，应该加强互访，促进交流与合作，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借以加深两国民间友好关系—这就是我们成立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

旅游联盟的初衷与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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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盟章程 

 

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章 程 

（2019 年 11月 24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联盟名称为“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日文名称为“北京

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と観光連盟”、英文译名为“Beijing TangTeng China-Japan Alliance for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ourism”。简称为“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日文名称

为“中日三国文化交流と観光連盟”、英文译名为“China-Japan Alliance for Three Kingdoms 

Culture and Tourism”，缩写为“ATKCT（China-Japan）”。 

第二条 本联盟的性质：是由中日（包括其他国家与地区）与三国文化相关的史学、文

学、文博、旅游、中日交流等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实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单位、

民间团体等本着协作合作原则、自愿自发组成，促进三国文化与旅游事业发展的跨国界民

间合作交流平台。 

第三条 本联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谨记

社会责任、遵守诚信原则，提倡优良学风；积极开拓中日三国文化研究交流互动的新局面，

为增强与繁荣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事业服务。 

第四条 本联盟设会长一名，第一副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学术委员

会首席专家一名；聘请顾问若干名。 

第五条 本联盟设理事、常务理事、发起单位、合作单位。条件合格者填报相应表格，

联盟秘书处核实信息，会长办公会议审核批准。 

第六条 本联盟下设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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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联盟的业务范围 

（一）共同研究三国文化； 

（二）策划举办专题研讨会、国际论坛； 

（三）策划制作三国文化产品； 

（四）编撰、翻译三国文化图书； 

（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六）宣传推介三国遗址遗迹旅游资源； 

（七）策划三国文化专题旅游项目； 

（八）掌握国内外三国文化与旅游研究动态； 

（九）建设三国文化研究及相关网站； 

（十）开展有益于学术交流的活动。 

第八条  每年举办一次年会，讨论并决定联盟发展的重大事宜，同时举办“中日三

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国际论坛”。 

 

第三章 理事会制度 

理事会分个人理事、个人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五种。受

聘者不分国籍与地区，必须满足本条所列资质、履行本条所列义务。 

第九条 个人理事与个人常务理事 

个人理事、个人常务理事由个人自愿、自主申请，经联盟会长办公会议审核批准。 

（一）个人理事与个人常务理事资质 

（1）个人理事 

① 认同本联盟章程； 



 10 / 30 

 

② 有加入本联盟的意愿； 

③ 热爱三国文化与旅游事业、热衷中日文化交流； 

④ 具有讲师、助理研究员以上职称，或同等水平者； 

⑤ 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 

（2）个人常务理事 

① 拥护本联盟的章程； 

② 有加人本联盟的意愿； 

③ 热爱三国文化与旅游事业、热衷中日文化交流； 

④ 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同等水平者； 

⑤ 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 

（二）个人理事与个人常务理事需要履行下列义务 

（1）执行本联盟的决议； 

（2）支持与配合本联盟的工作； 

（3）积极参加本联盟的学术活动。 

第十条 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 

（一）凡作为本联盟发起单位的，均自动成为联盟的理事单位； 

（二）依据理事单位的学术研究成果、综合业绩、影响程度，经由联盟会长办公会

议发展成为常务理事单位； 

（三）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的负责人自动分别为联盟的理事、常务理事。 

（四）需履行下列义务 

（1）执行本联盟的决议； 

（2）支持与配合本联盟的工作； 

（3）履行积极参加本联盟的学术活动。 

第十一条 副会长单位 



 11 / 30 

 

由愿意承担联盟副会长单位相应责任、积极支持联盟工作的单位（团体）提出申请，

经联盟会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副会长单位。 

 

第四章 发起单位 

第十二条 发起单位制度 

发起单位是指愿与本联盟建立一种深度、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参与联盟重大决策，

共同推进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事业发展的下述单位。发起单位需指定一名领导参

与本联盟的相关活动。 

（一）发起单位资质 

（1）三国文化相关文博单位、景区景点； 

（2）教学科研机构； 

（3）旅游公司、饭店宾馆、交通运输公司等； 

（4）三国文化相关协会、学会、研究会、联络会等； 

（5）取得工商与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事业单位。 

（二）发起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1）优先参加本联盟的活动； 

（2）获得本联盟服务的优先权； 

（3）对本联盟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4）参与本联盟的重大决策。 

（三）发起单位需要履行下列义务 

（1）完成与本联盟共同商定的工作内容； 

（2）须配合联盟的各项工作； 

（3）有义务为联盟吸纳更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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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作单位 

第十三条 合作单位制度 

合作单位是指愿与本联盟建立长期友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中日三国文化交流

与旅游合作的单位与团体。合作单位需指定一名领导参与本联盟的相关活动。 

（一）合作单位资质 

（1）文博单位、景区景点； 

（2）教学科研机构； 

（3）旅游公司、饭店宾馆、交通运输公司等； 

（4）三国文化相关协会、学会、研究会、联络会等； 

（5）取得工商与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事业单位。 

（二）协作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1）优先参加本联盟的活动； 

（2）获得本联盟服务的优先权； 

（3）对本联盟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协作与合作单位需要履行下列义务 

（1）执行与本联盟共同商定的决议； 

（2）完成与本联盟共同商定的工作内容； 

（3）支持与配合本联盟的工作； 

（4）与本联盟互通相关信息。 

 

第六章 会长与会长办公会议 

第十四条 会长由会长办公会议选举产生。会长拥有以下权责： 

（一）负责本联盟的整体领导工作； 

（二）召集和主持会长办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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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会长办公会议决议的落实情况； 

（四）检查全员大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五）代表本联盟参加各种活动； 

（六）提议副会长、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秘书长人选； 

第十五条 本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长办公会议，由会长、第一副会长、副会长、学

术委员会首席专家、秘书长组成。其权责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决定年度活动计划； 

（三）提议与决定聘请本联盟顾问； 

（四）审核批准个人理事、个人常务理事； 

（五）审核批准发起单位与合作单位； 

（六）审核批准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 

（七）任免聘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 

（八）决定与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六条 会长办公会议须有2/3以上的应参会代表出席（或其他方式投票）方能召开，

其决议方能生效。 

 

第七章 学术委员会 

第十七条 本联盟设立学术委员会，设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一名。学术委员会拥有以下

权责： 

（一）拟定学术委员会人选，提交会长办公会议通过； 

（二）代表本联盟与外部进行学术交流； 

（三）确定本联盟的学术研究方向与课题； 

（四）负责学术研究（课题）报告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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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秘书处与秘书长 

第十八条 本联盟秘书处为执行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业务结果对会长及会长办公会议

负责。 

第十九条 秘书长拥有以下权责 

（一）决定副秘书长、及业务人员人选。 

（二）协调内外关系，检查落实计划执行情况； 

（三）各种活动的准备与筹备； 

（四）起草内部管理制度； 

（五）代表本联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九章 其他 

第二十条 本联盟是“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在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

作事业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平台。联盟秘书处设在“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下

设部门“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与旅游研究中心”。 

第二十一条 本联盟所有对外使用“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印章，所有财务

往来使用公司账户。 

第二十二条 本联盟章程解释权归联盟秘书处。 

第二十三条 本联盟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万象新天 2区 212 号楼 2 单元 1702 室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43-6703    传真：010-6572-6504 

邮箱：sqjbj@163.com    微信：qinteng1087 

手机：139-1158-7446（孙前进）  网站：http://www.cnj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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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机构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组织机构 

副主任

秘书长（秘书处）

旅游部文博部文学部

第一副主任

中日交流部史学部

会长办公会议 顾问

北京唐藤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学术委员会

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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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起单位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发起单位 

（2020 年 05 月 15 日） 

 

中 国 

三国文化遗址遗迹 

001．兰溪诸葛八卦村 

002．沂南诸葛亮故里纪念馆 

003．襄阳古隆中 

004．南阳卧龙岗武侯祠 

005．奉节白帝城 

006．勉县武侯祠 

007．勉县武侯墓 

008．勉县马超墓祠 

009．涿州三义宫 

010．大邑县赵子龙墓祠纪念馆 

 

三国文化古城博物馆 

011．勉县博物馆 

012．奉节夔州博物馆 

013．奉节县诗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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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主题景区 

014．白帝城·瞿塘峡景区 

015．汉中勉县诸葛街景区（陕西旭光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16．五丈原诸葛小镇（陕西五丈原三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国文化研究机构 

017．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018．湖北省三国历史研究会 

019．河南省三国文化协会 

020．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 

021．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 

022．保定蜀汉文化研究会 

023．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 

024．勉县两汉三国与诸葛亮研究会 

025．襄阳市诸葛亮研究会 

026．南阳市诸葛亮研究会 

027．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研究会 

028．广西阳朔诸葛亮研究会 

029．江苏省常州市金坛诸葛亮文化研究会 

030．浙江省瑞安市诸葛亮文化促进会 

031．江西省南昌市诸葛亮研究， 

032．江西省上饶市诸葛亮文化研究会（筹） 

033．广元剑阁蜀道文化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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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河北省赵子龙文化研究会 

035．成都市大邑县赵子龙文化研究会 

036．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 

037．荆州市关公文化学研究会 

 

三国文化旅游研究机构 

038．襄阳市江汉旅游研究所 

039．襄阳市旅游学会 

 

科研院所教学院校 

040．陕西理工大学三国文化研究所 

041．许昌职业学院曹魏文化研究所 

 

三国文化公司 

042．关公网 

043．成都金古鹿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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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盟领导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领导团队 

 

顾问： 

堀江正弘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前副校长，全球领导者培养 

中心所长，北京大学日本国际校友会会长、总务省前总务审议官（副 

部级）。 

韩庆愈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中心前理事长 

齐藤敬一郎   日本国家观光局北京事务所所长 

王众一       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译审，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外事委员会委员。 

 

会长： 

贾蕙萱（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一副会长、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 

梁满仓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名誉副会长 

 

副会长：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书长 

张大可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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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义浩     （日本）《三国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 

周文业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西园寺一晃   東京《朝日新闻》资深研究员 

伊佐进一    （日本）众议院议员 

李铁民       中国驻札幌前总领事 

张可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前驻东京高级记者 

孙前进       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秘书长： 

孙前进（兼） 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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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领导简历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领导简历 

 

顾问： 

堀江正弘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前副校长。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曾任总务省大臣官

房审议官、内阁官房审议官、内阁官房行政改革推进事务局长、特殊法人改革推进本部事

务局长、总务省情报通信政策局长，邮政厅次官、总务审议官、总务省顾问。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韩庆愈 

生于 1926 年，辽宁省人，在日侨领。曾任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主席，旅日华侨青年联

谊会华侨，株式会社向阳社董事长，和华株式会社社长，（社）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

事长。现任留日华侨北省同乡联合会常务理事，东京华侨总会常务理事，（社）日中科学

技术文化中心顾问。 

自述《留日七十年》，学苑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发行。 

 

齐藤敬一郎 

日本国家旅游局北京事务所所长。1973 年 9月生，日本神奈川县人。1997 年 4月进入

运输省，2003 年 4月国土交通省北海道运输局计划科长，2012 年 6月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

记官，2016 年 7月观光厅观光战略科调查室长，2017 年 7 月北海道运输局交通政策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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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起任现职。 

 

王众一 

男，1963 年 6 月 26 日生。《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译审，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同外事委员会委员。中日跨文化传播学、中日大众文化、翻译学专业。1986 年吉林大学外

语系日语专业毕业、1989 年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日本语言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9

年就职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历任翻译、编辑、记者、日语编辑部副主任、1994-1995 年以

国家教委派遣的赴日访问学者，在东京大学研究表象文化论、1997 年起、任人民中国杂志

社副社长、编审，该刊物是我国向日本介绍中国情况的唯一日文杂志。2007 年，任人民中

国杂志社总编辑、译审。主要著作 译著有《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2005 年、

外文出版社）、《日本电影 100 年（日 四方田犬彦）》（2005 年、北京三联书店）、《日

本电影的创新激情》（日 四方田犬彦）（2006 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等。 

 

 

会长： 

贾蕙萱（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61 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科。1966 年毕业后，供

职于中日友好协会，曾担任友好交流部长等，主要从事民间对日友好工作。1988 年回到北

大，参与共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代表著

作《中日愉悦民俗学》（在日本日文出版）、《森田疗法—医治心理障碍的良方》，在国

内外发表论文二百多篇。2004 年退休，至今仍发挥余热，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笔耕不辍。 

 

第一副会长、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 

梁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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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生于1951年，

河北涿州人，当代史学家。20世纪 80年代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获业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中国魏晋南北

朝习俗史》、《隋文帝杨坚》、《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武侯春秋》（合

著）、《中国历史图说·魏晋南北朝卷》（合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等。目前

正从事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 

 

副会长：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中国《三国演义》

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任北京曹雪芹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小说。

主要著作：《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三国论稿》、《曹雪芹与

红楼梦》、《刘心武红学之疑》、《古汉语通论》、《中国文化概览》（已出版英、日、

韩、俄、法、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意大利 9国外语文字）等，以及学术论文百余篇。 

 

张大可 

重庆长寿人，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

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个人

学术专著 8部，主编论著 10余种，其中 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 

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

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

记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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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义浩 

1962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筑波大学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主攻中国古

代思想史。日本《三国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日本中国学会理事、六朝学术学会理事

等。2002 年 11 月获“东方学会奖”，2017 年 11 月获“大隈纪念学术奖”。 

代表著作有《三国志事典》（大修馆书店 2017 年 5月）、《三国志-命运的十二大决

战》（详传社 2016 年 3月）、《三国志—英雄与文学》（人文书院 2015 年 7月）、《三

国志导读》（新潮社 2014 年 2月）、《三国志的政治与思想--史实的英雄》（讲谈社 2012

年 6月）、《关羽—神话的三国志英雄》（筑摩书房 2011 年 10 月）等多部。 

曾经担当三国志吉川英治所著《三国志》新版，电影《赤壁》等日语版监修任务。 

 

周文业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三国演义》版本

研究多年，连续 18次策划主办《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暨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

作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史对照本》（周文业主编 邓宏顺编著）、《三国演义、三国志

对照本》（许盘清 周文业 整理）、《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等。 

1968 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1970-80 年山西太原无线电六厂副总工程师，

1980-1995 年山西太原电子研究所总工程师。1995-2005 年任首都师范大学多媒体技术应用

研究所副所长、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数字校园建设中心主任。 

 

西园寺一晃 

1942 年生于东京，1958 年中学三年级时随父母西园寺公一·雪江移居北京，1959 年北

京市第 25中学初中、1962 年同名高中毕业。1962 年就读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

1967 年毕业。1971—2002 年期间，曾供职朝日新闻社东京总部、中国亚洲调查会研究员、



 25 / 30 

 

和平问题调查室研究员，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等。退休后曾任椙山女学園大学客座教

授、庆应义塾大学非常勤讲师、工学院大学客座教授、2008 年--2017 年工学院大学孔子学

院学院長。現在为東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日中友好協会顾问、東京都日中友好協会顾

问、未来日中研究会代表、全球地域研究会理事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北

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員、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伊佐进一 

现为（日本）众议院议员。大阪市人，1974 年生，1997 年東京大学工学部航空宇宙工

学科卒業，同年入职科学技术厅；2003 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際問題研究研究生

院（SAIS）取得硕士学位，2005 年就任文部科学省・宇宙開発利用課課長補佐，2007 年任

日本驻华使馆一等書記官，2010 年任文部科学省副大臣秘書官，2011 年退职。2012 年 12

月当选第 46届众议院议员，2014 年 12 月当选第 47届众议院议员，2017 年 10 月当选第 48

届众议院议员。 

 

李铁民 

中国驻札幌前总领事。1945 年生，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后，1973 年赴日本大

使馆工作，后转驻大阪总领事馆工作。1979 年回国，被分配至中日友好协会工作。1991 年

--1993 年在日中友好会馆工作，任文化交流事业部长。1993 年—2003 年在中日友好协会，

任副秘书长，2003 年—2005 年任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总领事。2005 年 7月退休。 

 

张可喜 

1939 年生于河南省，新华社高级记者。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68

年进入新华社，1979 年起 2002 年间，三次以新华社特派员常驻东京，主要担当日本经济和

科学技术方面的采访与调研，其间曾任新华社《世界经济科技》（内部刊物）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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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前副主任等职。2002 年退休后至今，为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事关于日本的研究活动。 

代表作有《非常人 非常道—日本软件业第一个风险企业家的自述》、《林其根—一位

旅日老华侨的后半生》、《从对立走向共生—小松昭夫的“和文化”理念与实践》（合著）、

《守一隅而照千里—小松昭夫的企业经营之道》（合著）等多部。 

 

孙前进 

北京物资学院教授。1953 年 3月生，陕西西安人，1980 年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现兰

州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生、拓殖大学商学博士，庆应义塾大学 SFC

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北京物资学院教授，北京现代物流研究基地前常务副主任、首席专家。

1992 年 8月--2003 年 8月的 11年间，赴日本学习研究物流体系与流通产业。2013 年 3月

自北京物资学院退休，现在主要从事中日文化、技术交流活动。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系列网站总编辑。 

 

秘书长： 

孙前进（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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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理事单位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理事单位 

（按联系时间排序  2020 年 05 月 15 日） 

 

001．兰溪诸葛八卦村 

002．沂南诸葛亮故里纪念馆 

003．襄阳古隆中 

004．南阳卧龙岗武侯祠 

005．奉节白帝城 

006．勉县武侯祠 

007．勉县武侯墓 

008．勉县马超墓祠 

009．涿州三义宫 

010．大邑县赵子龙墓祠纪念馆 

011．勉县博物馆 

012．奉节夔州博物馆 

013．奉节县诗城博物馆 

014．白帝城·瞿塘峡景区 

015．汉中勉县诸葛街景区（陕西旭光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16．五丈原诸葛小镇（陕西五丈原三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017．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018．湖北省三国历史研究会 

019．河南省三国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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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 

021．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 

022．保定蜀汉文化研究会 

023．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 

024．勉县两汉三国与诸葛亮研究会 

025．襄阳市诸葛亮研究会 

026．南阳市诸葛亮研究会 

027．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研究会 

028．广西阳朔诸葛亮研究会 

029．江苏省常州市金坛诸葛亮文化研究会 

030．浙江省瑞安市诸葛亮文化促进会 

031．江西省南昌市诸葛亮研究， 

032．江西省上饶市诸葛亮文化研究会（筹） 

033．广元剑阁蜀道文化联合会 

034．河北省赵子龙文化研究会 

035．成都市大邑县赵子龙文化研究会 

036．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 

037．荆州市关公文化学研究会 

038．襄阳市江汉旅游研究所 

039．襄阳市旅游学会 

040．陕西理工大学三国文化研究所 

041．许昌职业学院曹魏文化研究所 

042．关公网 

043．成都金古鹿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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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息平台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信息平台 

 

序 网 名 网 址 

01 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http://www.cnjply.com/ 

02 中日三国文化研究交流网 http://www.dongsanguo.com/ 

03 中日三国文化旅游研究网 http://www.kansanguo.com/ 

04 三国文化旅游研究网 http://www.pingsanguo.com/ 

05 三国文化旅游信息网 http://www.yousanguo.com/ 

06 诸葛亮文化研究交流网 http://www.whzgl.com/ 

07 诸葛亮文化旅游信息网 http://www.zgllv.com/ 

08 中日曹魏文化研究交流网 http://www.caoweiyanjiu.com/ 

09 曹魏文化旅游信息网 http://www.caoweiyou.com/ 

10 中日蜀汉文化研究交流网 http://www.shuhanyanjiu.com/ 

11 蜀汉文化旅游信息网 http://www.shuhanyou.com 

12 中日东吴文化研究交流网 http://www.dongwuyanjiu.com 

13 东吴文化旅游信息网 http://www.youdongwu.com 

14 关羽网 http://guanyu.dongsanguo.com/ 

15 曹操网 http://caocao.dongsanguo.com/ 

16 蜀道网 http://sd.dongsanguo.com/ 

注：黄=学术交流网；白=旅游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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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系方式 

 

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联盟 

联系方式 

 

1．通信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万象新天 2区 212 号楼 2 单元 1702 室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43-6703    传真：010-6572-6504 

邮箱：sqjbj@163.com    微信：qinteng1087 

手机：139-1158-7446（孙前进） 

网站：http://www.cnjply.com/ 

 

 

2．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