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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再相遇：北京大学-法国阿尔多瓦大学
孔子学院人文论坛

杨嘉明

2022 年 6 月 27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北京大

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北京大学融媒体海外传播办公室、外国语

学院和法国阿尔多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 - 法国阿尔多瓦大

学孔子学院人文论坛“二十一世纪的中法跨文化实践：历史与展望”

于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系主任、中

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

讯院士董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宪，北

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意大利汉学家路易萨（Luisa 

Prudentino），法国原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学白乐桑，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出席会议并发言。

本次会议由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金丝燕主持。 

会议伊始，金丝燕院长向到场嘉宾致开幕词。金教授谈起自己对

于孔子学院理念的认知，认为它是语言的桥梁，是民俗和精英、日常

和高端研究的共在，是民间外交的勇敢尝试，是中国第二次出海的和

平舰队，是鼓励理解和创造跨文化对话、与世界通达的当代丝绸之路。

她讲述了四位当代法国学者与孔子学院相遇的动人故事，并从中总结

出孔子学院是所有为它做出奉献和正在做出奉献的人们的灵魂，肩负

着跨文化对话和增进和平的使命。

周宪教授以“我们为何迷恋法国激进思潮”为题，阐述了法国理

论在中国学者中所引发的思考与讨论。周教授指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

对激进思潮并不陌生，而改革开放之后，法国激进思潮始终是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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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的热点。他谈到法国思潮对中国学者的吸引力与其原创性、颠覆

性和接地气特征有所关联，而深层原因则牵涉到法国理论内在的批判

性和反思性、揭露真相的勇气和社会正义感、对社会变革的愿景等方

面。周教授认为，中法两国都在跨文化的交流之中有所改变，而中国

学术界需要更好地思考法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董晓萍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跨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

历程。她指出这一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1979 年至 20 世

纪 90 年代的“文化的”跨文化学，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4 年的“文学

的”跨文化学，2015 年至今的“中国学的”跨文化学。在这三个不同

的阶段中，“跨文化”的内涵有所转变。在今天“中国学的跨文化学”

视角下，跨文化研究主要强调与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结合，解决中国特

殊性与对外共享性的问题。

路易萨的发言聚焦意大利汉学发展史，并着重介绍了意大利传教

士马国贤（Matteo Ripa）。她用三个词语概括意大利汉学发展的三个分

期：想象的汉学、宗教的汉学和科学的汉学。三个分期的代表人物分

别为马可·波罗、利玛窦和马国贤。作为在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传教

士，马国贤认识到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是在中国完成传教任务的关

键要素，并在意大利开办培训中国传教士的学院。他的努力为科学汉

学的发展与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白乐桑教授就路易萨的发言做出评述。他指出，路易萨对汉学史

的回顾在现实意义上也能对今天的汉语国际教育有所启发。比如利玛

窦曾经深刻认识到记忆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然而当今中国大陆的

国际汉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帮助学习者加深记忆的问题。

董强院士发表了总结评述。他高度评价与会学者的发言，也发表

了自己对于跨文化交流的见解。董强教授认为中国在面对法国文化时，

应该努力寻求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认识视角，同时重视第三方国家

对于双边交流的重要意义。他最后强调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打开视野，

了解多元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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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最后，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致闭

幕词。王栋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指出会议发言充分体现了

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他认为中法两国树立了人文交流、文明

交流和互鉴融合的优秀典范，希望各界人士都能发挥力量，使跨文化

交流富有沟通的温度、人文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继续推动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