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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希希希腊腊腊腊研研研研究在中究在中究在中究在中国国国国：：：：过过过过去、去、去、去、现现现现在在在在与与与与未未未未来来来来””””学学学学术术术术研研研研讨讨讨讨会会会会开开开开幕幕幕幕

日期： 2011-12-05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余哲西 任凯

12月1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和希腊共和国驻华使馆主办，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协办的“希腊研

究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陈志强、希腊驻华大使馆教育和文化专员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共同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高毅、希腊驻华大使塞德罗斯•耶奥卡凯罗斯（Theodore Georgakelos）、中国前驻希腊大使杨广胜、教育部国际司

徐永吉应邀出席会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主持会议 

 

“希腊研究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开幕式现场 

 



    高毅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向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回顾了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自2000年

12月1日成立以来，11年的建设历程，感谢在这期间为这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特别是纪念已故的“希腊船

王”瓦西里斯•康斯坦塔科普洛斯（Konstantakopoulou），感谢他对研究中心的长期支持。高毅指出，研究中心将

大力推进北大乃至中国对希腊语言、文化的教学，设立研究基金鼓励学术研究，邀请国内外学者互访，这些活动大

大促进了彼此的交流。而今天的研讨会众多学者济济一堂，“相信会对今后中国对希腊研究提供一个大大的助

力”。 

琳娜•埃弗拉米多博士和陈志强教授宣读了瓦西里斯•康斯坦塔科普洛斯夫人的贺信。康斯坦塔科普洛斯夫人与

其丈夫，被尊称为“希腊船王”的瓦西里斯数十年来不断出资赞助北京大学希腊研究所。她在信中说道，他们之所

以这样做，是为了推动希腊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并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作为希腊人，她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么

多教授为研究和传播希腊文明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历史悠久的希腊思想宝库至今仍然启迪着人类。最后，瓦西里斯

夫人对与会学者为希腊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希望讨论和研究成果能促进未来希腊研究在中国

进一步的发展。 

随后，塞德罗斯•耶奥卡凯罗斯大使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庆祝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成立11周年最好的方式就

是“通过举办这个研讨会来感谢各位在各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各研究者的努力以及大学教育，“使双方

的年轻学生更了解了对方的文化”。他也对所有为促进中希文化交流的人表示了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使全

国各地从事希腊学研究的学者能够交流切磋并为未来发展寻找明天”。 

杨广胜在发言中指出，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的思想家所表现出的理性思想与对于战争、和

平、发展的思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谈到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杨先生说，中国与希腊在历

史上相比，有许多的共通之处。从古到今，两国之间的交往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甘英出使大秦和桑蚕养

殖从中国到希腊的传播就象征了中希两国的交流源远流长。最后，杨先生回顾了希腊研究所创立十年来走过的历

程，对各位领导的重视和希腊政府的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徐永吉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表示，“中国和希腊同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

与希腊在教育上的交流合作，近年来在希腊学习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增加，希腊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互访也更加频

繁。他强调，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希双方加强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愿与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教

育、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开幕式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结束。来自中国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数十名学者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结合自己

的学术研究成果，共同就希腊的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展开讨论，为促进中国和希腊这两个中西方的古老

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中国希腊研究的发展和未来交流思想，贡献智慧。 

 

编辑：落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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