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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9时，主题为“全球

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在上

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上图）。

400多位中外嘉宾汇聚一堂，探

讨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下午，大会还

将举行四个平行分论坛，议题为

“观念的叠进：思想、典制与器物

所见中华文明”“道路的探索：中

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文明的

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

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

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04

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9届主论

坛、5次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学者

总计2741人次，其中近半数为海外

代表，覆盖102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李一能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

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

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

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

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

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

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

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

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

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

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

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当日在上海开幕。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
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

今天上午9时，上海国际会

议中心成了文明交融的舞台。

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

的人们怀着同样的心愿来到这

里——真诚交流、用心描绘、深

刻理解当今之中国。而世界中

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的启幕，也

标志着世界的目光再度投向中

国，期待着中国道路的实践能

够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

强劲助力。

在大会开幕式上，埃塞俄比

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德萨莱

尼、莱索托前首相穆凯齐 ·马乔

罗、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 ·讷

斯塔赛作为嘉宾发表了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宣

布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成立，

并对其功能进行了介绍。世界中

国学研究联合会总部设在北京，

拥有73位创始人，分别来自29个

国家，主要开展中国学交流、专题

研究项目、举办学术峰会等活动，

将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

话语权的重量级平台。

大会同时公布并颁发了

2023中国学贡献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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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

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获此殊

荣。在获奖感言环节，卜正民

表示：像他这样的“局外人”的一

些想法和见解，可能有助于在世

界上形成一种对中国更客观、更

普遍的认知。白永瑞则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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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

则通过视频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他表示在中国被认可为一个致力

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的人，这让他

非常感动。

在主论坛环节，施微寒、雷切

尔 ·墨菲、李文堂等9位世界中国

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演讲，他们立足于各自的专业领

域，分享了对世界中国学研究的

见解与看法。在场外茶歇处，嘉

宾们热情地对话交流。亲切的问

候、诚挚的恳谈、观点的碰撞……

汇聚成一曲文明对话交融的交

响乐，奏响世界中国学发展的新

篇章。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开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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