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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贡献智慧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同济探索与实践”

《中华文化之旅》《中华文化问答
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途径与方法创新》，
这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第
一辑 4 本丛书，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同济
智慧”，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同济大学建
设具有同济特色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理论和实践体系的阶段性成果。而这
一成果，则是基于同济大学近年来国
际化建设成果的积淀，以及对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作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
验。”丛书主编、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说。

立足第一、二课堂
“我喜欢课堂上自由、友好的讨论

以及实地考察，这门课为我们外国学
生全方位了解当今中国的城乡发展提
供了非常好的、有用的信息。”这是来
自德国的同济大学留学生 Stefanie 在
修读《中国城乡建设与发展》课程后写
下的感言。

《中国城乡建设与发展》这门课，
是重点面向同济大学来华留学生而开
设的文化传播通识课——《当代中国》
的子课程，《当代中国》包含《中国历史
与文化》《中国社会经济》《中国可持续
发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音乐
与歌曲入门》等 10 多门系列课程，以
英语和德语讲授。该系列课程获评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
性课程”“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
牌课程”。

“《当代中国》这门课紧扣当代中
国发展的重大课题以及发展过程中所

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子课程系统性强，
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了课程路径，在
国内高校中独树一帜。”南京大学许钧
等著名语言学者作此点评。

在孙宜学看来，通过这些系列课
程的课堂学习、讨论探究及学术考察，
来华留学生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
会、经济、环境保护、城市发展等有全
面了解和相对客观的认识，从而能成
为“知华、友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的的国际使者。

“学在课堂、乐在实践、用在生
活。”学包汤圆、猜灯谜、包粽子……在
元宵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同济
一批外国学子的身影活跃在四平社
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校区所在的
杨浦四平路社区共建“汉语国际社
区”，外国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体验本土
风俗文化。

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江苏华西
村、浙江滕头村、福建龙人古琴文化
村、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如今都
已成为同济大学外国留学生的教育实
践和文化交流基地。同济外国学子在
此实地踏访，零距离触摸、感受中国农
村经济发展图景、新农村建设成果、中
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多民族语言与文
化风情。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还创新性地
首设“中外融合研究”项目，让同济
留学生与中国学子携手一道做课
题，让留学生融入中国同学朋友圈、
生活圈……

4所孔子学院、2个孔子课堂
《在希望的田野上》《小苹果》《最炫

民族风》……一曲曲中国特色旋律在同

济大学一二九礼堂唱响。令人惊叹的
是，演唱者居然全都是热爱中文的日本
青少年，其中还有不少汉语达人。迄今
已举办七届的“全日本青少年汉语卡拉
OK大赛”，已成为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
学院的传统品牌文化活动。

同济一共在海外承办了日本樱美
林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汉诺威孔子学
院、韩国庆熙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佛
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 4 所“孔子学
院”，以及日本高岛孔子课堂、日本立
命馆大学孔子课堂2个“孔子课堂”，
这些学院、学堂问世后即在当地引发

“中国热”。如今，它们已各具特色，成
为外国人士学习体验中国语言、中国
文化的首选场所，成为汉语和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为学历教
育、社会、企业、高中生量身定制汉语
课程，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会、汉语广
场、中日传统文化交流讲演会、中国文
艺戏曲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已在日
本青少年中有广泛影响力，还出版了
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写、翻译的日
文版“中国学丛书”，成为日本多所高
校的中国文化教材；

汉诺威孔子学院发挥同济大学对
德深厚传统，致力于面向德国大众的
中国文化传播，中小学汉语体验、跨文
化对话、中德青少年书画交流等活动
有声有色，每年还有百余名德国师生
来华参加夏令营；

庆熙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有汉语课
及用韩语讲授《论语》，组织中小学校
长互访团、学生汉语冬夏令营，还主办
了中华美食节、高级中国文化沙龙、全
韩高中生汉语写作大赛；

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以“设计
创意文化”为特色，推广汉语语言教
学，传播中国文化和艺术；

两个“孔子课堂”也面向社会人士
开设有初、中、高级汉语课程，多形式、
多侧面推介中国文化……

“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架起
了一座座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孙宜学说。

推动“一带一路”系列研究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热门

话题，成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
国智慧的具体表现形式。‘一带一路’
的根本目标并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而
是为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而发挥积
极作用。”这是近日在同济大学举办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欧青年交流论坛
上，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
学的青年学者巴拉兹·萨瓦里发表的
观点。

举办“‘一带一路’倡议”主题论
坛，是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
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与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着力建设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智库而付诸实施的又一实际
行动。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为
‘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营造出必要的和
平环境。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
播，可以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
必要途径。”孙宜学说。

近日，由同济大学60多个国家留
学生与中国学生共181人先后合作完
成的“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国
情资讯与舆情研究项目结题，部分研
究成果已集结成册，将出版发行。

在孙宜学看来，组织中外学生调
研“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教育体制、
语言政策、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以此
探索具有国别针对性的汉语与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的规律和方法，从而更好
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效。

他介绍，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还申
请设立“‘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汉语
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智库”
内涵建设项目，力图探索“一带一路”
背景下汉语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
困境及应对对策，进而为中华优秀文
化国际化传播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
依据。

作为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基地，
同济近年来还集结一批海内外语言学
和文化传播专家，积极推动汉语国际
传播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已于
2012 年、2014 年、2015 分别主办了汉
语国际传播论坛、汉语国际教育研讨
会，共话当前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
难点和热点问题，以及汉语国际传播
的人才培养；所举办的“汉语国际传播
论坛”讲座已达70余场。

同济还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
心”，整合上海及全国海外汉学研究力
量，特聘法国白乐桑、日本古川裕、韩
国孟柱亿、美国罗福林等海外著名汉
学家，开设“海外汉学家论坛”系列讲
座，引领海外汉学及中国研究。

据悉，作为该校中华文化国际传
播新一批理论研究及实践成果，“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第2辑4本即
将付梓出版，分别是《中外文化比较》

《外国文化问答录》《中华文化才艺与
传播》《跨文化交际的“结”与“解”》。

■童吉

本报讯 7 月 29 日上午，2016 年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在复旦大学落
下帷幕。自7月27日开幕以来，来自
G20成员国、嘉宾国和国际组织的青
年代表 100 余人在“推动青年创新，
实现共同愿景”主题下围绕五项分议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各国代表结合本国情况发表了
国别演讲，通过多次圆桌会议交流
意见、分享经验、达成共识，还与政
治、经济、金融、体育、国际组织等领
域的中外嘉宾进行了深入互动。经
过认真磋商，会议最终形成了公报。

■傅丹

■记者 刘毅 朱良城 文/摄

本报讯“七夕”节来临之际，7月
30 日晚 7 点，在创智天地下沉式广
场，区文明办、五角场街道等单位共
同主办“缘聚创智，情定七夕”2016年
杨浦青年交友嘉年华活动。

当天，来自社区、校区、园区、商
区、营区的 75 对男女单身青年欢聚
一堂，交友活动在传统的“水袖舞”
中拉开序幕，寄托着对美好爱情祝
愿的亮点仪式，打开了隔断男女嘉
宾的“天河”。台上的“比武招亲”环

节中，男女嘉宾充分展示才艺，勇敢
向爱“冲冲冲”。穿插的中华传统汉
服文化的礼仪教学，引导现代青年
在追求爱情的同时，自觉践行“修身
行动”，传承互敬互爱、生死不渝、忠
于家庭、孝敬长辈的中华传统美德
和文化内涵。

交友活动中，男女嘉宾们通过
心动卡片，寻找心仪对象，进行配对
互动，完成“穿越银河”、“天河倒
泻”、“手工乞巧”、“缘从天降”和“我
来找你”五个关卡的游戏挑战。通
过游戏让青年们体会在“七夕”传统

节日里恋人间应如何传达爱意，在
面临困难时不忘初心，能同甘共苦、
不离不弃。最终配对成功的男女嘉
宾，互赠“信物”，由“月老”为他们

“牵红线”。
现场的男女嘉宾和亲友团们纷

纷在区文明办制作的“杨浦市民修身
行动”的宣传墙上签名承诺：“文明城
区，你我同创；全民修身，文明共享。”
在杨浦青年中深入开展“市民修身行
动”，引领青年人不断提升自我文明
素质，为杨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与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办、江
三角域外劳动法智库沙龙协办的

“《劳动合同法》修改与劳动用工变革
研讨会暨江三角·劳动法智·2016年
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会上发布
了“江三角《劳动合同法》修改系列座
谈会”调研报告。

该报告是历时数月，在多地开展
了近20场座谈会，听取了近400家企
业意见建议的成果。江三角律师事
务所首席合伙人、上海律协劳委主任
陆敬波介绍，调研体现了跨地域、跨
行业、跨性质、跨规模、跨主体的特
点。“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西安等
多地开展座谈，横跨现代服务业、生
产制造业等多个行业，访谈对象既有
国企也有民企，既有大型央企，也有
中小微企业，既有用人单位，也有劳
动者。”

报告指出，《劳动合同法》修改应
在明确立法理念后，秉持精细化立法
原则；法律适用统一化与劳动标准的
差异化；劳动法律法规首先应在强调
底线化的基础上实现灵活化；现行很
多劳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
规定制度的法律后果，劳动法律法规

亟待清晰化；在信息时代立法应具有
适当的预判性。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长
期与其实践单位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在劳动法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
面广泛开展互动合作。在学术研究
领域，法学院多位知名劳动法学教授
协助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开展了学术
探索。在教学实践方面，江三角律师
事务所为法学院的学生提供各种国
内外高品质的劳动法实习机会，成效
显著。本次会议就是双方在学术研
究领域开展的一次重要合作互动，旨
在就现实中企业用工的各种问题等
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为《劳
动合同法》修订与新形式下的劳动用
工变革提供真知灼见。

会上，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沈同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许建宇、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钱
叶芳、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倩、江
三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屈晓蓉、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坤刚分别就

“新业态劳动关系的劳动法规制”、
“劳动关系主题分层与劳动合同法修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

“经济补偿金制度修改建议”、“经济
性裁员制度的困境与重构”、“解雇保
护制度的修改”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青年交友嘉年华迎“七夕”
专家学者为《劳动合同法》修订提供真知灼见

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互动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在复旦闭幕

推动青年创新 实现共同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