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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讲授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性”

6 月 26 日下午 3时，正值端午假期，人们吃粽子祭屈原之际，上海外国语

大学副校长查明建教授通过线上会议，为校内外 200 余名师生奉上了一场文学学

术“盛宴”。

从杜甫、余光中、卞之琳、汪曾祺、张爱玲，到莎士比亚、叶慈、福斯特、

杜拉斯，查教授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性’”为题，以“文学”的界定、

文学的特质和文学性为纲，旁征博引，通过多首中外诗歌和小说名篇，阐明了文

学性的八种表现，令听者重新反思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语言之

美，在于格调、意蕴、民族性、有意味的形式、陌生性、虚构性和情感性、内涵

的丰富、多义，从而令读者获得一种或精致、练达，或悠远、幽缈，或含混、朦

胧的美学感受。

查教授也谈到了文学性间性问题，认为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学之

间的审美志趣千差万别，并不足以因此而构成文学性，只有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共

同的主题，方能拥有文学性间性。比较文学因而也应该是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

容。

面对新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要求，查教授也提到了文学教育如何能够保持活力

的问题，我辈不应使文学停留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一个专业，而是理想人生的

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因为，“文学是人学”。

讲座尾声，查教授引用了林文月教授的话：“没有文学，人生多寂寞。”并

寄语各位师生：“阅读文学经典，成就有气象的人生。”

参加讲座的不乏查教授当年的学生，也有不少从事语言文学教学的青年教师

和研究生，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查教授学贯东西，讲课气畅音厚，融会贯通，

一气呵成，令大家醍醐灌顶，获益良多。

左图：刘志强院长主持讲座；右图：讲座截屏



天津外国语大学王济军教授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设计与实

践”主题讲座

6 月 19 日下午 3时至 5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举办的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系

列讲座之一圆满结束。主讲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济军教授以《新文

科理念下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设计与实践》为题，为参加讲座的校内外

百余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线上讲座。

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双向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外语教育方式受到前

所未有的冲击，亟需通过全新的课程形态和教学手段来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以“新文科”概念为背景，王教授从五大方面介绍了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作为“五

类金课”之一，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五大方面包括：一，引言：新文科、

学习革命、师生需求；二，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必要性；三，外语类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申报分析；四，天外的探索和实践；五，总结和思考。

王教授的讲述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令参与讲座的师生

感受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对外语类专业教学的

内涵和外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教与学的需求开辟了新的信息化空间，创造了学

习革命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契机。讲座后，王教授回答了师生提出的慕课和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关系、学位论文设计、项目前期筹备和组织等问题，气氛热烈，达

到了预期效果。

左图：刘志强院长主持讲座；右图：讲座截屏



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珺教授作“越南汉诗史上的唐音与宋调”线上

讲座

7 月 5 日晚上 7时 30 分，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越南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刘玉珺教授应邀为我校东语学院举办题为“越南汉诗史上的唐音与宋

调”线上讲座。此次讲座由东语学院越南语系主任蒙霖老师主持，院长刘志强致

辞，近百名学院师生及其他高校越南语专业人才踊跃参与。

刘玉珺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南汉文学、汉唐文学与文献等，对于越南汉

喃典籍的研究，教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首先，教授向同学们介绍越南汉诗史上不乏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且由于中

国诗歌对其影响颇为深远，因此越南汉诗带有不少中国古代诗歌的特点。随后教

授总结了越南汉诗史上出现的唐音、宋调，并表明随着中国朝代更迭，诗歌特点

不断变化，而越南诗人的写作特点也随之进行了相似的转变，其中越南诗人阮秉

谦便是典型代表。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中，教授从历史客观发展的角度详细地

为大家介绍阮秉谦诗歌中体现的唐音与宋调的诗歌特点变化，并高度概括了这些

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情感与内涵。

刘教授充满热情的讲解将她对研究的热爱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讲解诗歌变化

的过程中，教授还穿插了许多中国唐宋诗歌的例子，让大家在了解越南诗歌的同

时，更学习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格调等相关知识。刘教授的文学素养以及对

诗歌内涵与意义的深刻剖析，都让在座全体师生钦佩不已。

讲座结束后，越南语系林丽老师负责总结。随后刘志强院长与刘玉珺教授就

中越诗歌影响的历史因素展开了一次短暂但意义非凡的交流。在座所有师生都受

益匪浅。

左图：刘志强院长主持讲座；右图：讲座截屏



暨南大学王子昌教授为我院师生讲授地区与地区研究

7 月 9 日下午，夏日炎炎，临近期末，我院师生再次迎来一场学术盛宴。暨

南大学王子昌教授通过线上会议，与我院师生分享了地区与地区研究的最新成果。

首先，王教授对地区的定义进行了介绍，地区就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或 我

们对区域的理解，因此，地区研究就是尝试自己将发生在地球表面某地的事。地

区的故事可能是幸福的、悲壮的、英雄的、救赎的，无论是采用量化的、田野的，

这几年来地区研究已经成为了新的热点。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地区？首先，因为我们的视野有限，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地

区观，第一种是西方中心主义全球视野下的地区，将世界分为落后区域和文明区

域，第二种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地区，世界史各有特色和自主发展的文明区域。由

于问题的原因和出路都在地区内部，导致说不清楚解决办法到底国内还是国外，

例如新冠疫情境外病例的输入风险问题，中国公民归国的权利和国内疫情管控的

矛盾，不能只以国境为思考的界限。

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研究地区。我们可以采用社会建构论作为方法论。人们

通过动建构了世界，或者说建构了对世界的理解。这种互动的意义来源于关系，

而非个人内心的理性或情感。举例来说，客观的东西客观存在，但我们通过语言

建构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山是什么？山是我们建构出来的，通过

测量和描述，得出我们对山的理解。宗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科学家认为是

大爆炸产生了宇宙。那么，是什么催生了我们的地区研究？是政治的需要和学校

的竞争需要。我国需要走出去，要建设“一带一路”，到国外去投资，就需要了

解当地的法规和文化。学校的竞争需要满足评估、排名、学科发展等等方面的指

标，便催生出当今的各种各样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改变研

究方向。

研究地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需要重构知识实践，打破学科边界，摘下

学科阻碍我们视野的眼罩。然后，需要探寻效用和价值，既需要眼光向上的研究，

也需要眼光向下的研究。研究的受众是为国家和政府服务，还是为学生和大众服

务，决定了价值取向和成果的形态。再者，需要鼓励多元的方法，解释客观和真

理的科学研究与讲故事的各种修辞。最后，需要将这些成果用多角度呈现，既包

含传统局外人的全能视角，也要有建构论的普通人视角。例如，通过代入历史人

物的视角，来解释当时的处境下普通人会如何抉择。

除此之外，我们研究地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让他人陈述自己的故事，

例如让泰国人讲泰国的故事。比起研究者叙述和参与式学习，都更可信、更全面。

第二，需要拆解既有的分类标准和概念。这是做区域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例

如，传统观念认为一夫一妻构成婚姻。目前，泰国已经允许同性婚姻。第三，发

挥外语的优势。外语在区域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只要掌握了外语，才可能开展

区域研究。如何解读区域，需要通过隐喻、叙事和修辞方式来实现，叙事需要将

观点、与观点相联系的事件、时间序列、因果链梳理清楚，那么就有可能说清楚



缅甸的民主为什么这样。最后，通过修辞来增加可信度，例如官方档案、权威报

道、语言逻辑等都是修辞的形式。

从结论来说，王教授鼓励我院师生道，目前的评价标准依然是不利于外语类

专业的学者，但多元化趋势已逐步显现，应该要有向大众服务的意识和长远的眼

光，外语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新格局中终会迎来新的曙光。

图：讲座截屏



暨南大学张明亮教授作“从电影看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主题讲座

7 月 10 日下午 3时，学期接近尾声之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发展论坛

第 130 讲在线上如期举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明亮教授为我校师生做了一

场题目“从电影看如本在东南亚的形象”的精彩讲座。

张教授用三个核心词开启讲座，形象、认知、共情，由此来表述电影中的日

本人与南洋的关系。

在解题部分，张教授按照从形象到认知，探讨日本与南洋（东南亚）共情的

可能性，在探讨形象时，张教授举了菲律宾、印尼、越南为例子，说明中国和南

洋民众之间产生共情的可能性。

正题部分，张老师选择了三部电影《吹向南方的风》、《望乡》、《万劫归

来》。

《吹向南方的风》是比较新近的作品，2015 年上映，女主角是在越南河内

担任日语教师的佐生美纱绪（松坂庆子饰）因父亲去世而将后母静枝（草村礼子

饰）带到河内生活的故事。其中许多情节表现的就是日本与越南民众的交往。

《望乡》描写的是日本大批穷苦人家女孩被贩卖到南洋，世称“南洋姐”。

电影描写了女性史学家三谷圭子在研究这段历史过程中与阿崎婆的相遇与交往

的故事。

《万劫归来》是 1950 年的作品，年代较获得奥斯卡奖的《桂河大桥》更早。

情节是一个美国人在东马被日本帝国主义关进集中营的经历，视角独特，且开时

代先河，在上映时曾引起轰动。

在结论部分，张教授指出，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应

该可以探索在纯理论体系建构以外，寻找多元化研究路径的可能性。



厦门大学陈博翼副教授作“近代早期闽南东南亚移民”主题讲座

7 月 19 日晚 7：00—8：30，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博翼副教授为东语学院师

生作题为“近代早期闽南东南亚移民”的线上专题讲座。东语学院院长、“中国

—东盟人文交流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主持讲座。学院各语种专

业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等 60 余人参加了线上讲座。

陈老师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解题，明确了“近代早期”这一时间概念和“闽

南地区”、“东南亚”这两个地理概念。随后重点讲解了近代以来，闽南地区的

居民移居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情况。包括：历史背景、主要原因、主要迁出地和迁

入地、具体分布范围和移民数据的时间变化、移民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及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与在地化过程和反应的特征，

尤其是闽南移民与其他地区移民所呈现出的独特性。

讲座对各语种教师了解对象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中外文化交流等由重要帮助。

讲座结束后，陈老师还与学院教师就个别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讲座由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办，东语学院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校级科研

创新团队”共同承办。

图：讲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