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相聚美丽的黄浦江畔，第六届世界中国
学论坛上午 !时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邀请 "#$ 名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
通，用不同视角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
国、解读中国，共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进
程，共话中国改革给世界带来的机遇。

作为我国主动搭建的以中国自身为研究
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对话平台，中国学论坛已经
走过 %%年。本届论坛为期两天，邀请的学者中
&$'来自海外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批享誉
国际学术界的名家大师到会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改革给世界带来机遇
中国发展备受世界瞩目。在与会者看来，

本届论坛以“中国改革 世界机遇”为主题，可
谓恰逢其时，既有当前的现实意义，也有长远
的历史意义。

杨雄市长在致欢迎辞时说，中国发展备
受世界瞩目。正在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描绘未来
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这将为我国改革
开放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世界发展创造新
的机遇。”

主旨演讲中，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任蒋建国从“中国动力”“中国选择”
“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等方面予以阐述：

———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
中国动力。快速经济增长的中国为世界提供
了巨大的市场，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超过 (

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规模投资超过 &$$$

亿美元，还将有超过 & 亿人次出境参观、旅
游、购物。

———改革开放的中国为国际合作共赢提
供了中国选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高
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将更多的成为
中国代言，“重研发、重专利、重品牌”，将更多
成为中国的主力。随着中国智造 "$"&年的实
现，中国将释放出制造潜力，给世界人民贡献
更多的产品。

———改革开放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变革提
供中国智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
承诺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创新理念上，弘扬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还积极
推进区域合作，加强与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
义、资源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合作。

———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
供了中国价值。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受这个
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等综
合因素影响，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各国人民选
择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印度尼赫鲁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研究所
前所长谭中教授说：“局部战争每天都在发
生，世界各地都处于不安全的威胁之中，美国
越来越无力承担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责任，这
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对全世界越
来越重要。”

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黄仁伟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
大，以及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到世界
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紧密相
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不只是国
内话题，也是备受关注的全球性话题。过去更
多地讲，世界给中国带来什么机遇，现在世界
可能更加关心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机遇。”

中国学研究正在逐年升温
近年来，中国学的研究逐渐升温。明年 !

月，)"$峰会将在杭州举行，全球也将进一步
聚焦中国，这也是中国学发展的机遇。中国是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研究中国学首先需
要清楚的问题。

蒋建国认为，一要多研究历史的中国，更
要研究现实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国
关键是要以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中国
国情，把握中国的现实，既要看到经济体量
大，发展速度快，也要看到人均少、不均衡、水
平低，既要看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要看到与
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既要看到全面实现小
康的美好愿景，又要看到实践中还有许多硬
骨头要啃。”

*+岁的谭中祖籍湖南，生于马来西亚，在
印度大学教书将近半个世纪，现退休定居芝

加哥，他是本次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者中，最年
长的一位。研究中国一辈子，谭中认为，中国
的故事还是要由中国人来讲，“我在海外参与
中国学的研究有一种感觉，比方说在美国，美
国各个大学研究俄国的主要看俄国人写的
书，研究法国的主要看法国人写的书，研究印
度的主要看印度人写的书，研究中国的不看
中国人写的书，只看美国人写的书。因为没有
中国学者是中国学的权威，因为广大的、外国
的学生看不到中国学者的理论。所以，中国在
国际上的形象有些歪曲，这不能怪世界，只能
怪中国人自己没有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指出

了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现今美国新
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将其考察时段仅仅局限
在 %!,*年尤其是 %!*!年后，导致他们对于
前人研究成果相当陌生。对于政治学家而言，
没有对早期政治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要来
回答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最为紧要的问
题，即便有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 (名世界中国学
贡献奖者中，有两人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裴
宜理 %!(*年出生于上海，季塔连科上世纪 &$

年代末、+$年代初居住在上海，并在复旦大学
学习。季塔连科在获奖视频感言中，还秀了一
句正宗的上海话，“阿拉都是上海人”。

! ! ! !今天上午的开幕式，颁发了国际中国研
究最高奖项———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
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
任蓝普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
理和印度尼赫鲁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研究所
前所长谭中四人获奖。其中，谭中和蓝普顿
到现场领奖并且上台发表感言。裴宜理和季
塔连科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会，两人录制了
视频获奖感言并派代表领奖。

! 季塔连科教授

!中国学论坛的举办是重大的事件"体

现出中国学术的成熟"以及中国与外国广泛

合作的意愿# 俄中两国是伟大的邻国"两国

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 诚实信任的伙伴关

系"有助于我们各自国家的繁荣$和平和安

全"以及为世界稳定做出努力# %

季塔连科生于 %!-(年，毕业于俄罗斯
国立莫斯科大学，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是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历史、哲学和政治，
东北亚地区国家和文明间关系等。%!*&年
至今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兼任中
俄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现代中国问题研
究委员会主席。先后获得苏联国家“荣誉奖
章”和俄联邦“荣誉勋章”、俄联邦“荣誉科学
活动家”称号、韩国“外交事务贡献勋章”、俄
罗斯科学院“塔尔烈奖”等。季塔连科著作颇
丰，文章近 -$$篇，专著 ,部。代表作包括
《古代中国哲学家墨子及其墨家学说》、《中
国共产党史》、《俄罗斯与东亚：国家间和文
明间关系问题》、《面向亚洲的俄罗斯》等。他
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日、英、韩等多种文字。

! 蓝普顿教授

!我想提一下本次论坛的主题# 我认为

世界的机遇是多多的"中国的改革确实向世

界呈现了诸多的机遇"这场游戏不是此消彼

涨"最后会形成世界的共赢# %

蓝普顿生于 %!(+年，先后在斯坦福大
学获得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现任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海曼教授兼中国
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他致力于中
国问题研究 ($余年，是美国学界少数几位
能在政治、外交、社会各领域全面解读中国
的专家，也是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主要幕僚
之一。其主要著作包括《后毛泽东时代的中
国决策》、《同床异梦：处理中美关系，%!*!/
0$$$》、《改革时代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
定，%!,*/0$$$ 年》、《中国力量的三面：军
力、财力和智力》和《跟随领导者———治理中
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0$%$年获得美国
首届斯卡拉皮诺奖，该奖项表彰在亚洲研究
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

! 裴宜理教授

!目前"欧洲和美国很多的学者都在研

究中国"他们提供了很多看中国的新方向# %

裴宜理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也是
享誉国际的上海学专家。她 %!(*年出生于
上海，先后获得过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学
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密歇根大学
政治学博士学位。%!,0年起先后执教于亚
利桑那、华盛顿、加里福尼亚、哈佛等大学。
裴宜理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备受瞩目，并且擅
长国际学术合作。她参与领导或组织美国亚
洲研究协会、西雅图中国委员会、中国研究

会等多个学术团体，担任《现代中国》、《中国
季刊》等多家学术杂志编委工作。她于 %!!!

至 0$$0年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主任，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主要学
术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尤其以研究中
国工人运动著称。主要著作包括：《华北的暴
动和革命，%*(&/%!(&》、《罢工中的上海：中
国劳动者的政治》、《近代中国的抵抗运动和
政治文化》等。其中《罢工中的上海》一书荣
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著作奖”和国际劳
动者历史协会年度著作奖。

! 谭中教授

!中国人能够出色地举办 !""#年北京奥

运会 $!"$% 年上海世博会 $!"&' 年北京

()*+峰会# 明年 ,月份中国又会在杭州举

办 -!"首脑会议#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

定会有中国的学者用英文或者其他外国语

言写出受世界欢迎的中国书#这才是真正对

中国学的杰出贡献# %

谭中是著名的印度华裔历史学家，祖籍
湖南茶陵，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邦，%!&&年赴
印度。%!&*年开始先后在印度国防学院、德
里大学、尼赫鲁大学教授中文并从事中国问
题研究。%!!(年后，任英迪拉·甘地国立艺
术中心顾问，主持东亚研究部门，兼中国研
究所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佛
学、中国近代史。著有《中国和美好新世界》、
《龙象共舞》、《敦煌艺术》、《印度与中国———
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谭云山与中印文
化交流》、《文明透镜看万花筒世界》等。他对
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得
到中印两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本报记者 程绩 范洁

四位中外学者荣获第三届中国学贡献奖

“期待受世界欢迎的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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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至共论中国改革世界机遇
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午开幕

本报记者
范洁 程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