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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中国：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多学科角度丰富俄罗斯学发展

记者林峰 通讯员葛新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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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中俄交往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构建中国俄罗斯学的基础和支撑。9

月21—22日，黑龙江大学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俄语学院、俄罗斯研究院和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在哈尔滨共同主办

“俄罗斯与中国：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远

东联邦大学等中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近90名专家学者，就中俄人文交流合作、中国俄罗斯学的发展建设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 

  深入研究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  

  与会者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发展、世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人文合作既是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又是这种关系巩固、提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

俄人文合作进入亟须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提升层次的关键时期，这就需要有关专家对中俄两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双方人

文交流与合作有整体且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静杰认为，俄罗斯学是一门综合性研究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学科，是关于俄罗斯的总的知识体系

和研究方法。本世纪初，“俄罗斯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国内学术界提出，并已召开过多次全国性“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

经过十余年发展，该学科已经得到许多俄语教学及俄罗斯研究界同行的认可。 

  人才培养推动中俄人文交流  

  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对该校发挥对俄办学传统优势建设高水平大学、积极拓展同俄罗斯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促进学科发展

的有效途径等进行了介绍。与会者就黑龙江大学国内唯一的俄罗斯学博士点建设、对俄特色办学以及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汉语人

才培养机制的完善等进行了热议。与会者认为，在对俄人文交流上，应积极开展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等工作，增强中俄人文交流

与合作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需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增进两国及民众的文化认同等。 

  中国前驻俄大使李凤林表示，俄罗斯有一批研究中国并可被称为“汉学家”的学术泰斗，他们使俄罗斯人“在伏尔加河畔听

到长江的流水声”。为保持这种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两国要增进相互了解。当前，在中国组建一支高水平俄罗斯研究队伍，为

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加强两国政府和民众的互信尤为迫切。 

  与会者就深化中俄人文交流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俄罗斯联邦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德福表示，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不足和

人才匮乏是制约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的瓶颈因素之一，是目前两国拓展和深化合作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应提高对人

文学术交流的重视和支持，加强并扩大对人才特别是年轻人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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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哈玛托娃认为，人才培养促进了两国人文学术交流。由黑龙江大学承办的远东联邦大学孔子学院是

俄罗斯第一所正式运作的孔子学院，自2006年成立以来，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夯实俄罗斯学研究基础  

  与会者表示，中俄两国有优越的地缘条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各机构间交流合作可为中俄各领域的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打

造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智库”，为夯实两国文化的亲和力、民间互信的基础，全方位推动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等提供人才保

障、智力支持和资政服务。 

  中俄两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学应从多学科角度更多研究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问题，打破传统体制机制壁垒，产出一

批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多学科融合的新学科平台；培养一批具有多学科背景、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高端人才，

以活跃两国学术交流，共同推进中国俄罗斯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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