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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微博]与国家汉办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

大[微博]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隆重召开。这是继 2007 与 2009 年两届世界汉学大会

之后的又一次全球范围的汉学研究盛会，共有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

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当今世界”，共设有“‘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中国道路与

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中国

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对译及其差异”等五个议题，意在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

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

世界的意义，通过语言与思想、汉学与国学、“新汉学”与世界大势的相生互动，使“文

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同时，大会还设有“汉学的未来与‘孔

子新汉学计划’”一个大会专场，及 “中外文学大奖获奖者论坛” 、“孔子学院与世

界多元文化交流”两个专题论坛，对大会议题进行更为开放和更加具体的延伸。 

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育部副部长

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及法国驻华大使白林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郝平在致辞中

对这一汉学界盛会的再次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界，

是一个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之中走向和谐未来的世界，既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汉学

有责任突破学院和学科的界限，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中国人民

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于海内外学者的光临表达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他表示，今天世界

汉学大会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社会影响日益加强与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将继续为国内学者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搭建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随后，许嘉璐围绕“汉学与当今世

界”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对话性内涵发表了大会主旨演讲。 

据悉，在为期三天的大会日程中，国内著名学者汤一介、乐黛云、方立天等受邀点

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美国贝勒大学资深教授谢大卫、

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等知名海外学者也将在分组会议

上发表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南京大学[微博]教授程章灿等大陆学者将就相关

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迄今为止，“世界汉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2007年 3月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

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2009年 10月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跨文

化交流”。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与前两届相比，论题的涵盖面更广，不仅包涵汉学与传统文

化的内容，更扩展至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世界汉学大会”不

仅是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同时也是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

重要平台。相信本届大会必定会对汉学的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意义，尤其是本届大会

所提出的“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更将进一步推动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和

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