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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开幕

2013-11-17 15:15:00   来源：中国网 2013-11-16 

   

   

  2013年11月16日，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今日在山东枣庄开幕现场。当日，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山东枣庄开幕。赵溪 

摄 

  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今日在山东枣庄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机遇、新平台、新追求”。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陈

昊苏、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中国报道杂志社社长、总

编辑陈实、山东省新闻办公室主任王世农、冰岛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拉格纳尔·鲍德松、枣庄学院党委书记胡小林、枣庄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徐玲、枣庄学院院长曹胜强，国际世界语协会领导成员、韩国世界语学者李仲琦、亚洲世界语运动委员会主席王瑞

祥等出席会议开幕式。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于涛主持了开幕式。来自国内27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日本、

韩国、意大利的300多位世界语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16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陈昊苏首先致辞。他说，“十”是一个特别的数字，是结束，又是开

始，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涵义。第十届大会的主题包括了新机遇、新平台和新追求，新机遇就是我们党所领导的新的改革

和一整套指导方针；新平台有着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而新追求，就是大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世界语事业不懈追求的升华与绽

放。世界语运动任重道远，但在中国世界语者共同坚守、一起努力的时候，我们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新追求。我确信，这也是我

们为实现伟大中国梦所应该做出的奋斗牺牲，所能够赢得的光辉未来。 

  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玲代表枣庄市委市政府向大会致辞。她高度评价了世界语运动在枣庄的蓬勃发展，肯定了世界语

活动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促进对外交往方面所做的贡献。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代表全国世协作主旨报告，回顾总结了近几年来全国世协带

领全国世界语者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下开展丰富多彩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外交、外宣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世界语事业，对内

着重加强对中国世界语工作的“服务、管理、指导”，对外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民间外交,通过不懈努力取得的积极成果。 

  近两年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协相继推出了“世界语亚洲年”、“中华文化北欧之旅”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大力推动

了中华文化以世界语为平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活动。并借此打造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品

牌系列活动。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郭晓勇说，希望协会利用好新媒体、新技术、新手段，进一步加强世界语教学工作和青年人才培养工

作；加强世界语的社会推广宣传力度，扩大世界语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构建更加完整的世界语机构网络，并希望社会各界的世界

语朋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工作起点上，同心携手，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大会开幕式上，表彰了一批为世界语运动做出贡献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包括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天津市世界语协会、上

海市世界语协会、内蒙、江苏、吉林、云南等十家地方世界语协会受到表彰。 

  冰岛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拉格纳尔·鲍德松代表与会的外国世界语者发言。他回顾了自己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多年间感受中国

世界语运动起伏变化的过程。他说，随着这座博物馆的建立，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也会随着从欧洲而逐渐向亚洲、甚至中国转移。

谈及枣庄的世界语博物馆，他告诉他的父亲说，这里将成为他父亲那些宝贵藏书的“新家”。 

  国际世协领导成员李仲琪宣读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马克·费茨发给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贺信。 

  枣庄学院党组书记胡小林作为承办方代表学院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介绍了枣庄学院世界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并希望各地的世

界语学者共享本届盛会带来的欢乐时光。 

  在大会开幕之前，大会还举行了中国世界语博物馆揭幕仪式。该馆是国内首家世界语博物馆也是亚洲最大的世界语博物馆，

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与枣庄学院合作建立。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与枣庄学院多媒体出版合作签约仪式”，

这表明双方在世界语出版和多媒体制作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为今后世界语读物和多媒体产品的出版制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届大会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换届大会，在两天的会期中，大会将通过第九届全国世协理事会和监事会，举行针对世界语

教学、青年活动、铁路、经贸等领域的专题研讨。大会期间还将举行国际世界语协会“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考试。 

  全国世界语大会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大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促进全国各地世界语界学术交流和文化交往。 

   

   



  2013年11月16日，陈昊苏会长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平台、新机遇、新追求》的讲话。当日，第十届全国世

界语大会在山东枣庄开幕。赵溪 摄 

  以下为陈昊苏会长讲话全文： 

  尊敬的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相聚在山东枣庄，在此，我谨代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欢迎大家出席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对大家多年

来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对全国世协给予的信任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向为本次大会成功举办而作

出贡献的各界朋友特别是枣庄学院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这次大会的主办地——山东枣庄，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而在中国近现代那

段可歌可泣的战争年代，它又是中国革命的老区，是台儿庄大捷的战场和铁道游击队的诞生地，还有华东野战军在这里进行鲁南

战役的胜利记录。今天，我们可以在枣庄的市区风貌中看到，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现代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发扬，这里是一

座充满生机的城市。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决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展现出跨越发展的光辉前景，我们中国世界语运动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同作用。当前，中国已成为推

动世界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领先作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带动全国的

世界语者，推动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同时，增进国际间的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为人类的

和平做出我们的努力。毫无疑问，这正是中国的影响及于世界的一个有作为的领域。 

  自第九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以世界语为纽带的民间外交活动得到积极开展。全国

世协主办、参办、协助上级单位，与各国世界语组织共同合作，借助世界语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像2012年，

是世界语创立125周年和世界语亚洲年，全国世协开展活动，增进了蒙古、越南、韩国等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也促进了和这

些国家人民的友谊。而在2013年，在刚刚过去的第98届冰岛世界语大会上，我们的“中华文化 北欧之旅”活动，既为各国世界

语者打开了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扇门，也成为大家相互学习借鉴的良好平台。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为向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献礼，在枣庄创建了世界语博物馆，这对于全世界的世界语运动和全中

国的世界语运动都意义非凡。我们在这里回顾过去，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的历史做一个完美的总结，同时更展望未来，为我们

将来的世界语运动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世界语博物馆应运而生，旨在保护世界语文化，传承世界语文明，见证世界语历史…… 

  在未来两年，全国世协将继续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我们现有的工作做细做实，带领全国世界语者实现我们的世界语追求。

本次大会是第十次全国大会，“10”是一个特别的数字，是结束，又是开始，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涵义。大会的主题包括

了新机遇、新平台和新追求，新机遇就是我们党所领导的新的改革斗争和一整套指导方针；新平台有着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可

以是大会、可以是博物馆、可以是区域世界语大会，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讲座、俱乐部或者会议；而我们的新追求，就是大家在

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世界语事业的不懈追求的升华与绽放。世界语运动任重道远，但在中国世界语者共同坚守、一起努力的时候，

我们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新追求。我确信，这也是我们为实现伟大中国梦所应该做出的奋斗牺牲，所能够赢得的光辉未来。 

  

  参考资料：世界语 

  世界语（Esperanto）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人工语言。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Zazarz Ludwik Zamenhof）在对其进行了十年

的创作工作后于1887年创立了这个语言的基础。其定位是国际辅助语言，不是用来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语言。今天，以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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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为母语的人士约200-2000人。能流利使用的人估计十万到两百万人。 

   

  (原标题：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山东枣庄开幕)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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