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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学术活动 ◆学术交流 ▲科研成果）

◆ 刘志强教授一行三人赴川外参加校庆及相关活动（10.24）

★ 北京大学吴杰伟教授与我院师生交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背景下国别和区域研

究人才培养的经验（11.07）

◆ 李婉珺老师、侯燕妮老师赴上川岛参加学术研讨会（11.14）

◆ 刘志强教授一行三人赴北大参加学术论坛（11.21）

★ 厦门大学杜树海教授作“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研究”主题

讲座（12.01）

★ 团队承办第三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论坛（12.12）

▲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在第五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发布（12.12）



刘志强教授一行三人赴川外参加校庆及相关活动

10 月 24 日上午，四川外国语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在重庆歌乐山麓隆

重举行，我院刘志强教授、缅甸语系吴迪老师、马来语系侯燕妮老师三人应邀出

席相关活动。

23 日中午，我院一行三人抵达川外，在重庆非通用语学院院长刘忠政教授，

院长助理谌华侨副教授的安排下，参观了该院最新建成的非通用语智慧实验室。

双方就如何改善教学环境，改革教学和管理的理念、手段和方式进行了深入交流。

参观智慧实验室现场

下午，刘志强教授以“非通用语种专业青年教师发展的几个阶段和境界”为

主题，为重庆非通用语学院的青年教师开展讲座。

讲座现场



24 日上午，刘志强教授与一同参加川外校庆的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信息

工程大学的钟智翔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晓萌教授一起参与重庆非通用语学

院的建设研讨会。

随后，刘志强教授参与了川外隆重的校庆大会。我校、北外、上外、湖南师

大、北大等多个高校的校领导和全国外语届的诸多专家均出席了大会。

24 日上午，吴迪老师、侯燕妮老师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尼语系高诗源老师

与川外重庆非通用语学院青年教师开展面对面座谈，双方就如何开展教学、科研

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同时，针对学历提升，时间管理等问题，三位老师也分享

了自己的经验。

据悉，川外重庆非通用语学院是全国开设非通用语相关学院中获得经费支持

最多的二级学院，也是近年来全国发展较快的非通用语学院，该学院目前开设有

欧洲、南亚、东南亚语种。我院一行三人参与此次活动开阔了视野，在宣传了学

院和相关专业的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我院的对外交流与发展。



北京大学吴杰伟教授与我院师生交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背景下国别

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经验

11 月 7 日晚 19：30—21：30，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吴

杰伟教授为我院师生做“外国语言文学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实践与

思考”专题讲座。讲座在东语学院会议室（七教 704）举行，院长刘志强教授主

持讲座，学院各专业教师和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其他高校及学校其他院系

相关领域的学者亦闻讯来参加讲座交流。

吴杰伟教授从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新背景谈起，指出：作为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五个研究对象之一，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与

国家新的教育发展方针战略密不可分。“双一流”高校与学科建设、“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新文科”理念的实践与发展等，对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向，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新的变革。

之后，吴教授从空间、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四个维度回溯了外国语言文学国

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基础；从研究内容、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其“学

科内涵”和“学科特点”；并结合新背景和新要求，就人才培养宗旨的变化，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可行性途径等做了理论探讨。

最后，吴教授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介绍了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

科建设过程中，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探索，实践，成果和经验，

具体包括课程体系改革、跨学科专业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他同

时也就各外语高校的实践经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与会师生和吴杰伟教授交流探讨

讲座结束后，吴杰伟教授还就人才培养方案修订、非通用语种教师科研发展

等具体问题与我院教师交流了经验和看法，并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李婉珺老师、侯燕妮老师赴上川岛参加学术研讨会

11 月 14 日，由广东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

洋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海洋广东”论坛暨广东历史学会成立 70 周年学术

研讨会、2020（第三届）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广东台山上川岛召开，来自

北京、上海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科研机构、文博部门的学者代表

130 余人参加会议。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王建朗研究员出席会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章扬定、广东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员李锦钦等出席开幕式。

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分别在各分会场展开热烈讨论。李婉珺老师以《马来世

界的欧亚海洋文明话语权博弈（1488-1529）》为题，通过对 2部辞典和 4部法

典的考察，对 1488-1529 年期间马来世界话语权争夺情况进行梳理分析。

李婉珺老师发言



侯燕妮老师以《琉球与暹罗关系研究——以琉球汉籍<历代宝案>为中心》为

题，通过对《历代宝案》所载 57 封琉球—暹罗往来文书的整理分析，从不同角

度将当时琉球与暹罗的双边关系呈现出来。

侯燕妮老师发言

“海洋广东论坛”、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

究中心自 2008 年以来精心打造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此次会议为海洋史研究学

者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是一场学术的盛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



刘志强教授一行三人赴北大参加学术论坛

11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理论探索和

问题导向”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民主楼成功举行。我院刘志强教授、越南语系林

丽博士、马来语系侯燕妮老师三人应邀出席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杰伟教授牵头举办，旨在邀请国内

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单位和相关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探讨学科前

沿议题，为未来的建设探索方向，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对接。

与会人员合影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即“印太战略”对地区合作的影

响，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

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叶海林，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

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分别做主旨发言。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科带头

人及学术骨干分别就上述议题发表观点看法，相关发言人主要为来自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刘恩东教授、孙现朴副教授，北京大学的吴杰伟教授、胡

波主任、王浩教授、王旭副教授、张忞煜助理教授、谢侃侃助理教授、于施洋博

士、施越助理教授，清华大学的谢超助理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苏莹莹教授、

许娟助理研究员，外交学院的郭延军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张书剑

助理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宁胜男博士，中山大学的张宇权教授，厦门

大学的衣远助理教授。

我院刘志强教授以《广外外语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成绩与挑战》为题做

主旨发言。



刘志强教授做报告

吴杰伟教授表示，充分的学术交流比学术观点一致更重要，充分肯定了本次

论坛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的建设性意义。在此次论坛中，各位专家学者就

相关议题见仁见智，展开充分的交流讨论。通过参加此次论坛，我院一行三人开

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获益匪浅。



厦门大学杜树海教授作“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研究”

主题讲座

12 月 1 日晚 7：00—8：30，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杜树海教授为东语学院师生

作题为“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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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教授在讲座中指出：从中国南部边疆研究的个案经验与国家整合的研究理

路出发，可以总结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即地缘血缘想象、文

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与信仰仪式统合。具体而言，边地

人群通过族谱书写、口传故事等形成了王朝国 家内部地缘与血缘一统性的想象；

文化地景塑造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态度与情感，还凝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

民众的国家认同；礼法话语建构揭示出边地上层对于“大一统” 礼法制度的学

习与实践；资源/人员流动说明了王朝国家后期日益频繁的物资、人员与信息流

动对于国家整合的促进；信仰仪式统合则显示了“大一统”文化元素在地方文化

层级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国家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文化具有了层次性。

讲座拓宽了各语种专业教师的研究视野。讲座结束后，杜教授还与学院教师

就个别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图：讲座海报



团队承办第三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论坛

12 月 12 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共

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论坛在第七教学楼 704 会议室举行。东

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志强教授主持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暨南

大学、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以及我校等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云集一堂，就东

南亚文化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外语非通用语种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学术交流富有成效。

第三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论坛（202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陈平处长首先致欢迎词，代表学校欢迎各位线上线

下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他介绍了学校科研工作取得的成果和未来重点建设发展

的方向和领域。表示：近年来学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外语

学科和非外语学科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即将在本论坛上发布的《东盟文化发展

报告（2020）》是我校今年发布的三部蓝皮书之一，对学校学科建设发展有长远

意义。



中国前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王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大使胡乾文

先生在发布会致辞中表示：《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在广外 55 周年

校庆、东语学院 50 周年院庆之际发布，有重要意义，值得祝贺。报告凝聚了研

究团队的汗水，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发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

了参考，意义重大，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教育部外指委副主任委员、非通用语分指委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

心主任姜景奎教授指出：人文交流给非通用语专业发展带来了很多启示，区域国

别研究与民心相通的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让文化先

行。非通用语人才，应该坚守初心，做好文化研究，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为做好

新时代国别区域研究做出贡献。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

长罗林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各学科领域

的研究，尤其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断加深。蓝皮书内容翔实，详细记录了形式多

样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过程，填补了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人华侨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表示：外语学科推进国别区域研究有自身的优

势。“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流是政治、安全、外交、

经济交流的目的，也是能真正粘合政治、安全、外交关系的手段。《东盟文化发

展报告》对增进中外人文交流与中外关系发展，贡献功不可没，期待研究团队继

续推出更多成果。



教育部外指委委员、非通用语分指委副主任委员，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

学院院长陆生教授作题为“云南省专业综合评价与非通语种专业的发展”的主题

报告，从课程，教师，教材，测试，就业等五个方面，结合云南民族大学非通用

语学科发展建设实际和综合评价情况，介绍了云南省专业综合评价与非通用语种

专业的发展现状，分享了学科建设的经验。

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分指委秘书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杰伟教

授作题为“关于东南亚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报告，从东南亚文化的平面

分布与历史的垂直分布，分析东南亚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包括传统与现代结合，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宗教文化在东南亚文化中占据

重要位置等。

广西民族大学国际学部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旭教授作题为“立足三性，

聚焦东盟，面向未来—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若干思考”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广



西民族大学非通用语种学科建设发展的悠久历史、丰富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的区位

优势。表示将在原有传统优势基础上，结合新时期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不断加

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

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分委员会委员、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唐慧教

授作题为“洛外视角下的学科评估与特色发展”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洛外外语学

科发展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表示：洛外语种多，实力强，传承好，能够正视历

史与现实，处理语言与非语言之间的关系，推进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特色化发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通用语种教学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罗奕原副教授作题为

“国家一流本课专业建设点——广外泰语专业建设的思考”的主题报告，表示广

外泰语系在办学时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目前，正以建设“国家一流专业”为导向，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材建设，

建设网络课程，加强实践教学，做好学生毕业（升学）/就业工作以及强化复合

型国际化办学特色等方面，不断做好专业学科建设。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覃秀红教授作题为“立足广西，面向

东盟——广西民族大学非通用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主题报告，从专业历史沿革、

师资力量分布、建设成果等方面分析了广西民族大学的优势。同时，基于对人才

培养方式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的分析，分享了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的教学改革思路和具体举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谈笑副教授作题为“广外马来语

专业建设的历程”的主题报告，分享了广外马来语专业的专业定位，历史沿革，



特色优势，以及专业与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人才培养质量及下一步

推进专业建设和改革的主要思路。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黎巧萍教授作题为“越南越中跨境民族类

汉字及其文献保护与传承研究”的主题报告，围绕越南越中跨境民族类汉字文献

研究，回溯了的历史，介绍了现状，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介绍了自己所做研究项

目当前进展和下一阶段的目标。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明亮教授作题为“南洋博物馆里的中国”的主题报

告，通过分析南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人物的形象、博物馆的布局等，剖析了新

加坡的国家意志及群众对中国的集体记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越南语系主任蒙霖博士作题为“承前启后，砥砺前行——

关于国家一流本课专业建设点（广外越南语专业）建设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报告，

从广外越南语系扎根广州的地缘优势、雄厚的师资力量、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

历史悠久的专业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广外越南语系的优势，并表示本专业未来要继

续固优势、补短板，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潘玥博士作题为“机遇、挑战与展望：后疫

情时期中印尼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主题报告，重点聚焦后疫情时期，中—印尼人

文交流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疫情对今后工作产生的影响和工作展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朝鲜语系主任易超博士作题为“韩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初探”

的主题报告，介绍了韩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韩流文化在东盟国家地区

的影响、东盟国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等，同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总结分

析了给我们的启示。



论坛还同期举办了“《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会”活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周丽女士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她表示：新冠疫情广

泛影响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东盟却在今年发展成为中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对加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本

系列蓝皮书能够持续出版下去，成为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蓝皮书主编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刘志强教授介绍了《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的主要内容、亮

点和特色，表示研究团队将继续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会

据悉，本届论坛得到了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分指委、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

究工作秘书处、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的指导，是第五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智库论坛（2020）平行论坛之—，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建校 55 周年、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建院 50 周年系列纪念庆祝活动之一。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在第五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

论坛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http://news.cssn.cn/zx/zx_gjzh/zhnew/202012/t20201215_5232815.shtml

中国网报道：http://news.china.com.cn/2020-12/15/content_77014866.htm?f=pad&a=true

12 月 12 日，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指导，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2020）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幕。本届论坛以

“人文交流沟通民心，互信包容共谋发展”为主题，设置了 13 个平行论坛，线

上线下同步举行。《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论坛上发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陈平处长致辞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会在广外第 7教学楼 704 会议室

举行，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志强教授主持发布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

陈平处长首先代表学校欢迎各位线上线下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学

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外语学科和非外语学科共同发展的良

好格局。《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作为学校今年发布的三部蓝皮书之一，对

学校学科建设发展有长远意义。学校将继续支持研究团队做好“中国—东盟人文

交流”研究。

http://news.cssn.cn/zx/zx_gjzh/zhnew/202012/t20201215_5232815.shtml
http://news.china.com.cn/2020-12/15/content_77014866.htm?f=pad&a=true


胡乾文先生致辞

中国前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王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大使胡乾文

先生在发布会致辞中表示：《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在广外 55 周年

校庆、东语学院 50 周年院庆之际发布，有重要意义，值得祝贺。报告凝聚了研

究团队的汗水，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发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

了参考，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评价。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公众号不久前发布的“国别

和区域研究之东盟好书推荐”中，该报告位列第二，期待研究团队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

左：姜景奎教授； 中：罗林教授（线上参会）； 右：张振江教授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

长罗林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各学科领域

的研究，尤其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断加深。蓝皮书内容翔实，详细记录了形式多

样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过程，填补了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教育部外指

委副主任委员、非通用语分指委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教

授指出：人文交流给非通用语专业发展带来了很多启示，区域国别研究与民心相

通的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让文化先行。非通用语人



才，应该坚守初心，做好文化研究，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为做好新时代国别区域

研究做出贡献。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亦表示：外语学科推进国别区域研

究有自身的优势。“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流是政治、

安全、外交、经济交流的目的，也是能真正粘合政治、安全、外交关系的手段。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对增进中外人文交流与中外关系发展，贡献功不可没，期

待研究团队继续推出更多成果。

下左：周丽编辑（线上参会）；下右：刘志强教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周丽女士代表出版社高度评价《东盟文化发展

报告（2020）》，肯定了报告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她表示：新冠疫情广泛影响

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东盟却在今年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双边旅游、人员往来受疫情影响较为突出，愈发凸显了人文交流研

究的重要意义。本系列蓝皮书已连续出版三年，感谢广外研创团队一直以来的努

力和贡献。希望蓝皮书能够持续出版下去，通过双方共同努力，长期积累，使之

成为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并最终打造成为蓝皮书中的优质品牌。蓝皮书主

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志强教授介绍了《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的主要内

容、亮点和特色，表示研究团队将继续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推出更多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



《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封面照）

蓝皮书发布会由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分指委、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工作秘书

处、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指导，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华人华侨研究院、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

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科研处及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领导、专家学者、专业教师等，现场参加

或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发布会。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论坛暨《东盟文化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会与会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