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7 年 第 4 期

俄罗斯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俄罗斯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2017年6月30日-7月2日，俄罗斯学国际

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俄罗斯、美国、乌

克兰、波兰、匈牙利和白俄罗斯的20位外国代

表，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近1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与会。

开幕式上举行了《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第一辑）首发式。南京大学出版社协同俄罗斯

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策划的这套丛书

旨在为我国读者客观、全面地呈现俄罗斯的社会

与文化景观。译丛第一辑包括关于俄罗斯文明起

源、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大众传媒、俄罗斯文学

方面的四部论著。

会议期间，俄罗斯科学院亚 ⋅ 达维多夫教

授、莫斯科大学阿 ⋅巴尔先科夫教授、上海外国

语大学杨明天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任雪梅教授

等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其他与会代表分成三个

组围绕“俄罗斯学前沿理论”“俄罗斯文化关键

词和核心概念研究”“俄罗斯学在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构建与发展”“俄罗斯学与高校俄语专业教

学改革”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南京大学社科处）

高 校 讯 息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文明的对话”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举行

2017年7月12日-13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与多元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第

三届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峰论坛在扬州大学

举行。

美国乔治 ⋅梅森大学、天主教大学，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印度尼西亚高等文明研究院，国防

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的9名教授应邀分别

作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多元道路”“文明共同体与文明对话”“变革世

界与中国道路”“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等主题

分组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本次会议由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国际价值学会、《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等联合主办，中

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印尼、土耳其、罗马

尼亚等国的70多名中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家、学

者参加会议。

（扬州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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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座谈会南通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座谈会

2017年7月23日上午，南通大学召开马克

思主义学科建设座谈会，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为该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指导把脉。

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长智认为，南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善于抓住社会热点问

题，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和区域迫切需求，特色

鲜明，学科建设成效突出。他指出，当前中央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并就如何

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教学科研等方面

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提出一系列新要求，这给马

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高校

的学科建设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的构

建，而是实体化的建设。对此，他从队伍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平台建设、学术交

流等方面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具体建设思路。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韩

喜平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着手，为

南通大学学科建设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造特

色、明晰发展目标提供了具体指导意见。他认

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在教学中以学科

建设标准为依据，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打造

学科特色，积累学科建设经验；对于中特基

地，要通过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支撑马克思

主义学科发展，支撑江苏省中特中心的发展，

进而为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亮剑发

声；对于智库建设，要形成一批顶天立地的研

究成果，不仅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出力，也要

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贺来教授建议南通大学进一

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打好理论功底，

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创造更大的潜力和空间，

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社会意

义。他还从背景、问题、论证、学养四个方

面，对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青年教师加强

理论功底、规范学术程序和素养提出中肯的建

议。

与会专家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

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植入学生头

脑等问题给予指导和解答。

（南通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