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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往，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卜
正民说道，五十多年前，还是一
名本科生的他就对中国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1975年在复旦大
学做交换生的经历更是让他走
上了历史的研究之路。

在研究过程中，卜正民发
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复杂
联系一直都是双向的。他的研
究成果将在新书《崩溃的代价：
小冰河期和明朝的衰落》中呈
现，这本书的中文版将于明年出
版，深入地运用了全球视角，将
晚明的历史从人类史上升到气
候史，展示中国和欧洲在何种程
度上共同受制于小冰河期气候
灾难的影响。

谈到中国学研究时，他坦
言，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拥有局内
人的精妙知识，但这也使他得以

摆脱局内人可能会受到的社会、
文化和宗教偏见的影响。

“尽管我永远无法像一个
局内人那样完全理解中国，但
局内人已经认可了我这个局外
人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可能有
助于形成一种对中国更客观、
更普遍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一
种从中国自身出发、为中国自
身服务的认知，而且是将中国
视为世界一员的认识。毕竟，
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卜正民说道。

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成立

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通与对话
2023中国学贡献奖颁发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
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通过视
频的形式发表了获奖感言。
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社会，
尤其是亚洲，与中国有着数个
世 纪 甚 至 数 千 年 的 密 切 关
系。因此，对中国文明深厚智
慧的深刻尊敬是存在的。中
国正在通过分享自己的智慧
帮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

马凯硕认为当今全球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对中国
的更深入理解。因为中国愿意
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迫在眉睫
的全球性挑战，他强调，这应当
被视作为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

的巨大机遇。
“今天我拿到这个奖项，必

将加倍努力增进全球对中国的
理解。正如我的一位已故的好
友——傅高义在此前接受这一
奖项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被
认可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向西方
解释中国的人’令我深受感动。”
马凯硕说道。

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
瑞用中文发表了获奖感言。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初，还在读大学的
白永瑞在反思韩国社会的过程中
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从
东亚视角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
现实，和各地学界同仁进行学术
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思考。

现在，他切身感受到了全球
性大转折的局面已经到来，但未
来还将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他认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摸索出
文明转折的可能性。他表示：

“希望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很
多国家和社会在走向‘另一种普
遍文明’的过程中，能够互相尊
重彼此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
经验。”

白永瑞认为，现在的中国学

研究，需要他国和中国互相借
鉴，相互参照。当然，不仅是韩
国，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
家的中国学都会起到同样的作
用。为此，他提出要培养聆听的
能力，要深入地去聆听对方，由
此反思自己，进而升级认知。“我
相信，如果聆听的能力得到有效
发挥的话，那么能够孕育出另一
种普遍文明，共生的中国学也将
会应运而生。”

昨日上午，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开幕，现场
公布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名单。获奖的分别
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卜正
民、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马凯硕 致力于向西方解释中国的人

白永瑞 聆听对方，进而升级自己的认知

卜正民 以局外人的身份读懂中国

昨日上午，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开幕，现场宣布了世界中国学
研究联合会成立。主论坛上，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展开深入交
流探讨，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并强调应当加强对青年汉学人才的培养。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加强对青年汉学人才的培养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本次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
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
国取得的成就令全球瞩目。越
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研
究中国。

非洲中国学正在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世界中国学发展值得
关注的版图。埃塞俄比亚是非
洲中国学的重要力量，涌现出更
多学习中文的群体，以及更多深
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学者。埃
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德萨莱尼表示：“非洲的中国研

究正在发展壮大，埃塞俄比亚是
重要版图之一。”

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
讷斯塔塞注意到，中国正试图在
传统文化基础上创新，把孔子、
孙子等优秀传统文化与实践中
产生的新思想相结合。他还提
到，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清楚
地证明中国在理顺内部秩序之
后，尽可能有效地为世界的发展
与繁荣做出贡献。

开幕式现场还宣布成立了

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据介
绍，联合会是由世界各国和地区
中国学研究机构及学者专家自
愿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政府间的
国际性社会团体，旨在促进中国
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
中国同世界的沟通与对话，促进
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力量。联合会目前拥有73个
创始会员，会员来自29个国家的
大学、智库和科研机构，总部设
在北京。

大会主论坛在开幕式后举
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中
文系主任阿尤布·撒勒塔史有
32 年研究中国的经验，他指
出，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汉学
研究书籍与史料的翻译与传
播，加强汉学研究图书馆建设
以及对相关资料的解读，加强
对青年汉学人才的古代汉语能

力培养。
那么，怎样才能吸引更多

年轻人参加研究中国的项目
呢？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目前开
设有跨学科中国学硕士研究生
项目，每年招收约110名新生，
其中约 20%来自中国大陆，80%
来自海外。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

何必介绍道，加入这些项目的学
生在申请之前都与中国有不同
程度的接触，大约三分之一有与
中国相关的学位或者课程辅修
经验。他们希望把自己在其他
方面的学识与中国学教育相结
合，通过形成新的观察，了解和
认识中国的视角，最终能成功取
得相关学术成果。

哥廷根大学教授施寒微在
演讲中指出，自十五世纪以来，
面对西方文明，中国始终在努
力寻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
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深入参
与了全球文化交流对话。在规
范和价值观方面达成相互理
解，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
心前提。儒家传统是中国古典
文明的基石，其特点是尊重传
统，同时又开放求新。立足于
这一传统的视角，在中国踏上
新“长征”，努力发展成为现代
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如何
进行参与和协商。“我们欧洲人
也要开始一次长征，我们应当
向中国学习，就像中国向欧洲

学习一样。”
牛津大学教授墨菲出生于

澳洲，从小就与汉语结缘，高中
毕业之后就背包游历中国。她
指出，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
国不断崛起，中国学在更广泛区
域研究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
中国学有助于促进社会科学的
变革，丰富社会科学的内涵，实
现“去中心化”。墨菲认为中国
学的全球化体现在三个主要方
面，一是广泛的区域研究在中国
的崛起，中国学者在中国学国际
期刊上的发表也促使中国学走
向全球化。第二，在中国和西方
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包括
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国

学课程的发展日益兴盛。第三，
比较区域研究的发展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
义华指出，中华文明的历史原创
性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
类、人类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
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也
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
物的世界为本位。“中华文明的
这种历史原创性，使中华文明成
为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赓续至
今而且历久弥新的文明。而且
使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命运与共，
成为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
柱和强大动力。”

论坛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