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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有关东北亚环境的人类学国际网络的构建 

  从寒冷地区关于环境与适应的人类史，以及与庞大国家的统治及经济开发对峙的区域居

民的关系来看，东北亚区域有着自身独有的人类学课题。有必要从语言学系统及民族史的

关点来综合地研究这一区域。但是这一区域曾经（现在仍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体制，由

于体制上的原因，国外的社会科学人员不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20世纪 90年代之后，虽

然状况有所改变，但其结果，只是在俄罗斯，蒙古，中国等国家分别进行的实地考察研究

有所进展，跨区域的调查研究及研究网络却并不充分。这对于日本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样，

也仅限于日本与其他各国的两国间交流。 

  这个项目旨在将各个国家累积至今的东北亚人类学课题，以超越国家的形式进行共享的

同时，创建研究者对共同课题进行交流的平台。例如蒙古，同蒙古学者，有社会主义时代

的苏联，民主化后的西欧或东亚的研究者与其进行过交流，但是现在，与俄罗斯及中国的

交流并不充分。改善这一状况，构建跨越国界的东北亚人类学国际网络即是这一项目的目

的。主要侧重于环境层面。具体设想有，将历史进程涵盖在内的气候变化与适应，以及与

资源开发相关联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动态等。 

  2016年至 2020 年的 5年间，通过与研究基地各机构的合作，以各种形式举办研究会或

国际研讨会，构建有关俄罗斯，蒙古，中国的东北亚环境人类学的人际网络的同时，共享

各个地区都有那些重要的课题。进而通过讨论，开展针对国际上受关注度较高的研究课题

的研究。 

 上世纪 90年代之后，建立东北亚区域研究框架以来，以国际关系・安全保障・经济合作

等现代视角的研究一直被视为中心。通过这一课题的开展，对于东北亚区域研究，将提供

以较长的历史文化观点来剖析的不同视角，并明确着眼于区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作用的同

时，为求共生发展的区域形态的构建作贡献。 

 

【计划】 

2016年〜2017年 （1） 两国间交流型研究会 

・通过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开展国内东北亚区域环境人类学者的交流。 

・在俄罗斯，蒙古，中国，找寻东北亚环境人类学研究方面可以与其合作的主要研究者。 

・在欧美和东亚,找寻东北亚环境人类学研究方面可以与其合作的主要研究者。 

・青年研究者的培养 

2018年〜2019年 （2）多地区交叉型研究会 

・以第一期的成果为基础，制作论文集。 

・在俄罗斯，蒙古，中国举办多地区交叉型研究会。 

・青年研究者的培养 

2020年 总结 

・构建研究联盟。 

・以第二期的成果为基础，制作论文集。 

 

 



【参与机构】 

・东北大学 

・东京大学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北海道大学 

・九州大学 

・北星学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