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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古代中國 認識現代中國 把握未來中國
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召開 逾400中外嘉賓出席

何為世界中國學？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大會
上了解到，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學源於漢

學。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漢學逐漸被「中國
學」所涵蓋，研究內容也從最初的中國古典文
化為主擴展至近現代中國的政治運作、經濟政
策、科學技術、外交戰略、社會治理、環境保
護等問題，世界各國紛紛誕生各自的中國學研
究流派。世界中國學，則是在漢學、中國學的
基礎上誕生的第三種中國研究學術形態，這個
概念2004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首屆世界
中國學論壇上正式提出，並被廣泛接受。

越來越多國家研究中國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研
究員沈桂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除
了日本等周邊國家和法國、俄羅斯、美國等傳
統對中國感興趣的歐美國家外，亞非拉國家也
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研究中國。中國學研究
已日益顯示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
此次大會吸引了諸多海外政要和知名學者參
加，大家還分享了自己與中國的緣分，並對中
國近年來為世界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中國與世界各國共享文明
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德薩萊尼
（Hailemariam Desalegn）表示，中埃交流歷史
源遠流長，在公元一世紀的中國史書上就有記
載。在當代，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埃兩國
開展了深入合作，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萊
索托前首相穆凱齊．馬喬羅（Moeketsi Ma-
joro）表示，以數字、人工智能、太陽能和電動
汽車領域的領先技術公司和部門為代表的技術實
力，進一步證明了中國對全球創新轉型的關鍵貢
獻。因此，中國有責任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的
領導作用。「一帶一路」倡議覆蓋了不少於155

個國家、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和全球一半以上的
產出，這證明了中國對其新興全球角色的承認和
接受；羅馬尼亞前總理阿德里安．訥斯塔塞
（Adrian Nastase）亦表示，中國正在為世界的
繁榮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最好的證明就是「一帶
一路」倡議，「我要向中國人民表達最崇高的敬
意，感謝他們與世界各國共享文明。」

青年漢學家上海了解中國式現代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參加大會的400

餘名嘉賓中，半數以上來自海外。除了參加學
術交流外，在滬期間，嘉賓們還深入上海五里
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上海自貿試驗區、浦
東美術館等地，了解上海的人民城市建設、經
濟發展情況，感受海納百川的文化魅力。
此外，除了舉辦學術交流外，近年來，各地

還通過舉辦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為世界中國學
研究不斷輸送青春力量。不久前的11月13日，
2023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上海班開班，22名青
年漢學家目前正在上海身臨其境了解中國式現
代化，而他們也很可能成為未來的世界中國學
專家，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蘇丹青年學者巴達偉從小就對中國文化有
濃厚興趣，現在為中非交流發揮作用。

以「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為主題的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24

日在上海召開，論壇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400多位中外

嘉賓齊聚浦江之畔，探討更深層次上理解古代中國、認識現代中國、把握未來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大會發來賀信。在本次大會上，世界中國學研究聯合會成

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此次大會上
還頒發了「2023中國學貢獻」獎，該獎項旨在表彰那
些在世界範圍內，為推動中國學發展，弘揚中華文
明，促進海內外中國學交流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加
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卜正民、韓
國延世大學榮譽教授白永瑞、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
究院卓越院士馬凱碩共同分享這一榮譽。
加拿大學者卜正民介紹，他接觸東方文化是源於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於世界最新變化的感悟，半個
多世紀與中國打交道，卜正民最大心得是做一個
「局外人」。「儘管我永遠無法像一個局內人那樣
完全理解中國，但局內人已經認可了我這個局外人
的一些想法和見解，這可能有助於形成一種對中國
更客觀、更普遍的認知——這不僅僅是一種從中國
自身出發、為中國自身服務的認知，而是將中國視

為世界一員的認識——畢竟，這個世界是我們共同
的家園。」
來自韓國的白永瑞教授，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求學
階段反思韓國社會過程中對中國革命產生了興趣，從
而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白永瑞認為，現在的中國
學，首先要培養「聆聽的能力」，也就是要深入地去
「聆聽」對方，由此反思自己以往的認識，進而升級
自己的認識。他相信，如果「聆聽的能力」得到有效
發揮的話，那麼能夠孕育出「另一種普遍文明」，
「共生的中國學」也將會應運而生。
馬凱碩教授是已故傅高義（東亞學者，哈佛大學社
會科學院榮休教授）的好友。他認為，當今全球最重
要的任務之一是促進對中國的更深入理解。中國沒有
威脅美國。實際上，中國願意與美國和其他全球大國
合作解決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戰。

獲獎學者：理解中國是緊迫任務

◆三位德高望重的中國學研究學者獲得「2023中國學貢獻」獎，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左一）、中央宣傳部部長
李書磊（右一）為來到現場的兩位學者韓國延世大學榮譽教授白永瑞（左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
學榮休教授卜正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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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胡永
愛 深圳報道）警營「汪汪隊」演
練、拳操表演、索降技能展示、彩彈
射擊、特警裝備展、「警鷹」直升機
合影……26日，深圳市公安局舉辦
第十六屆警營開放日。經過多年的探
索和完善，今年的深圳警營開放日設
立一個主會場，13個分會場和118個
開放點，在當天10時到16時面向市
民開放。
本屆警營開放日活動主會場設在深
圳市公安局警察機動訓練支隊大院
內，劃分六大區域，安排20個活動
板塊，包括啟動儀式、主舞台秀、裝
備展示、技能演練、趣味互動、有獎
問答、留影打卡等諸多亮點活動，在
開放日當天，大量市民走進警營，沉
浸式體驗警察工作。
據統計，截至當天16時，本屆警營
開放日主會場和各分會場、開放點共
接待市民50.8萬人次。其中，主會場
人氣格外火爆，吸引了11萬餘市民參
與，「深圳公安」官方微博、抖音
號、視頻號和六家媒體線上同步直播
參與人數逾1.5億人次，精彩的活動也
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和在深港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主會
場設置了一系列的遊玩互動項目，如
警察機動訓練支隊組織的真槍彩彈射
擊遊戲「比比誰最準」；交警支隊組
織市民參加模擬酒駕體驗及大型車輛
盲區體驗，警示酒駕的危害，提高對
駕駛盲區的認知，提高市民安全出行
意識；深圳市反詐騙中心打造了一間
反詐騙體驗館，邀請市民體驗被騙過
程，揭秘詐騙套路，通過遊戲或問答
的方式向廣大市民宣傳反詐常識……
除了主會場，部分分會場還開展了
「一天警務體驗」活動，孩子化身一
天「小小警察」。當天，梅村地鐵站
裏迎來了一群「小警察」。這些「小
警察」在軌道交通分局民警的帶領
下，來到地鐵站區參觀警務室，跟着
民警學習巡邏、安檢、警棍盾牌使用
等「一日警務」，還向乘客們宣講文
明乘車等。

大灣區學術研討會在穗舉行 為灣區建設開拓新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
海報道）作為粵澳兩地攜手合作的首
個綜合民生項目，橫琴「澳門新街
坊」項目將於11月28日（周二）上
午9時起接受澳門居民認購。據悉，
「澳門新街坊」將打造趨同澳門的互
聯網及電視廣播環境，並逐步落實澳
門居民僱傭的外籍家政人員可到橫琴
工作的措施。以「澳門新街坊」為試
點，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

正逐步成形。

購買者須符合澳門居民條件
「澳門新街坊」項目將在橫琴為澳
門居民建設優質居住生活空間，項目
佔地面積逾1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約62萬平方米。項目住宅購買者
須為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18歲或
以上人士，在澳門沒持有或最多持有
一套作居住用途的住宅單位，且在珠

海沒有住宅物業。
按照規劃，「澳門新街坊」以兩房

和三房戶型為主，適應澳門居民的剛
需，預計可以提供約4,000套住房，以
及超過200套人才房；將打造一個1.2
萬至1.5萬人的宜居生活圈。其中，兩
房單位建築面積約88平方米，總價在
241萬到263萬元（人民幣，下同）之
間；三房單位建築面積約118平方
米，總價由約353萬到371萬元不等。

「澳門新街坊」項目還配套有學
校、衞生站、長者服務中心及家庭綜
合服務中心，並深度對接澳門民生公
共服務體系。據悉，該項目內第一所
「澳人子弟學校」將設置 18 班小
學，12班幼稚園，可容納約1,050名
學生，預計於2024/2025學年正式啟
用。衞生站參照澳門衞生中心進行設
置，為澳門居民提供普通科門診和醫
療保健服務。

橫琴「澳門新街坊」明起開售 4000套房專供澳居民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
州報道）26日，2023粵港澳大灣區
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研討會以
「中國式現代化和粵港澳大灣區高
質量發展」為主題，由廣東省社會
科學界聯合會、暨南大學、澳門社
會科學學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聯合主辦，暨南大學「一國兩
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廣東亞太創
新經濟研究院承辦。廣東省社科聯
黨組書記、主席張知干在開幕致辭
表示，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詮釋了大
灣區學人開闊的視野眼界、精準的
方位意識、強烈的使命擔當，期待
大家把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豐富實
踐作為述學立論的新方向。

為助力灣區建設貢獻智慧力量
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表示，暨大高
度重視本次研討會，希望與會專家學
者各抒己見、充分交流，撞出思想火
花，提出真知灼見，結出豐碩成果，
為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港澳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貢獻智慧和力量。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楊開荊表
示，大會共收到論文110多篇，研討
會論文集收錄近42篇，喜見專家學

者提出很多政策性建議，有法律、創
新科技、金融服務、文化、教育等。
她寄語三地專家學者藉此平台分享卓
越知識和經驗，為今後大灣區建設開
拓新的視野、思路和理念。
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總裁嚴
中則表示，研究成果的價值，不僅要
體現在高水平的質量上，還要體現在
研究成果的時效性上。他期待主辦各
方及專家同政府、企業、社團等機構
組織建立密切的溝通聯繫機制，謀求
及時將成果轉化為行之有效的政策和
經濟社會效益，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
研討會主論壇上，全國港澳研究會
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
心主任黃平指出，在中國式的社會主
義新型現代化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
高質量發展，要注重優勢互補、強強
結合，政策協調、法律支撐，人盡其
才、技展其能。

廣東約60%供應鏈在本省完成採購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

院長兼前海分院院長曲建表示，大灣
區內地九市企業數量超過600萬家，
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大灣區「黃金內

灣」，而且灣區九市企業正在全國其
他城市進行投資布局，同時也利用港
澳作為平台，開始向全球布局。當中
還有比例不少的企業到了歐洲和北美
投資，助力科技創新。他也表示，粵
港澳大灣區內部供應鏈的情況可反映
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廣東約有
60%的供應鏈在本省內完成採購，這
說明經濟體已經高度相互依存，這也
是大灣區能夠有重大創新能力的表

現。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關鋒認
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區別於現行發達
國家市場導向模式的中國特色制度框
架，能夠最大限度降低變革成本和提
高發展效益。粵港澳三地在這一進程
中既要繼續發揮制度差異下的「窗
口」功能，又要不斷在實踐中探索理
論突破和政策調整，優化發展的邏輯
與策略。

◆26日，2023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研討會由廣東省社會科
學界聯合會、暨南大學、澳門社會科學學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主
辦。圖為參會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