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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东亚三国德研中心大会在首尔隆重举行 

Die 3. Ostasiatische Zentrenkonferenz wurde 2018 in 

Seoul erfolgreich abgeschlossen 

 

 

 

 

2018 年 10 月 4 日至 7 日，第三届东亚三国德研中心大会在首尔中央大

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首尔中央大学德

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办。会议主题为“新世界的挑战、新一代的想象（1968-

2018）”，会议发言以青年学生为主，教授参与为辅。来自中、韩、日、德、

英、波兰、以色列七个国家的教授和硕博生参加了会议。 

4 日下午，大会举行开幕式。中央大学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金鲁利

（Nury Kim）教授首先致辞。他回顾了中日韩三国德国研究中心的合作历程，

并用“日本的过去、韩国的现在、中国的未来”概括了东亚所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随后，韩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沈光英（Kwang-Yeong Shin）教授、德国

驻韩大使施特凡·奥尔（Stephan Auer）、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部门主管施特

凡·宾奈菲尔德（Stefan Bienefeld）、东京大学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平松英人（Hideto Hiramatsu）教授及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

授分别致辞。黄燎宇教授盛赞本次大会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讨论

68 学生运动就应以青年学者为主。随后，前韩国总统政策制定顾问委员会委

员长李钟旿（Chong-Oh Lee）教授发表题为“六八革命后的 50 年与当下的新

任务”的主旨演讲，拉开大会的帷幕。 

5 日至 6 日，参会嘉宾在两个分会场分别围绕欧亚两大洲与六八运动的

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民主、人权、艺术等主题进行了报告讨论。其中，

北大德研中心黄燎宇教授、连玉如教授和中心学友、清华大学王丽平副教授

分别担任“政治与经济”、“他国政治”和“艺术与媒体”分会场的主持。

秦明瑞教授做题为“六八运动对于德国政治文化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代表

北大德研中心参会的学生是：北大历史系博士生宋昊，德语系硕士生曹旸，

柏林自由大学德语系博士生黄超然，班贝格大学德语系博士生杨欣。四人的

报告题目分别为“中国当代文革电影中的去政治化倾向”、“《中国画报》

与西德的六八学生运动”、“两位德国游记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和“面临

左翼极端主义威胁的联邦德国和全球反恐中的东亚地区”。 

6 日下午，大会举行嘉宾座谈，由中、日、韩、德四方学者围绕会议主题

进行总结与补充。作为中方代表，黄燎宇教授在讲话中分析了中德两国六七

十年代革命运动的相似点，并对当下的政治形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最后，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首尔信息中心主任拉尔斯·伯格迈尔（Lars Bergmeyer）

先生致闭幕词，并对 68 学生运动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概述。 

7 日，与会者分两路，分别参观了朝韩分界线和首尔市内的历史古迹。

其乐融融的文化考察活动给会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东亚三国德国研究中心大会是中、日、韩、德四国学者进行交流的常设

机制。首届东亚三国德国研究中心大会于 2015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二届东

亚三国德国研究中心大会于 2017 年在东京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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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Prof. Luo Wei hielt auf dem Sorak-Symposium in 

Südkorea einen Plenarvortrag über den „Qingdao-Fall“  

9 月 28 日至 30 日，受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推荐，中心成

员、德语系罗炜教授作为中方主旨发言专家赴韩国庆州参

加了韩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协会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联合

举办的第 24 届雪域山研讨会,从后殖民和跨文化性与性

别的理论视角出发，作了题为《德布林和布莱希特笔下的

“青岛沦陷”》的主旨报告。报告观点新颖，论证严密，

材料丰富，报告语言形象生动，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者反

响强烈。 

Fr. Prof. Xu Jian und Prof. Li Wei nahmen an der 

Podiumsdiskussion zu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Modernität“ teil 

9 月 30 日晚，中心成员、历史学系徐健教授和李维教授

在北京希格玛大厦出席了以“德意志的现代文明之路”为

主题的学术沙龙，与中心学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

教授进行对话。三位教授从德国思想史中“文化”和“文

明”的概念出发，探讨了德意志历史的复杂性和德意志文

化认同的独特性，以及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 

Prof. Han Shuifa hielt in Berlin einen Keynote Speech 

über die Gerechtigkeit im Wandel der Weltordnung 

10 月 1 日及 2 日，中心成员、哲学系韩水法教授赴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参加“走向全球政治哲学”学术会议，并作

“变化的世界秩序中的正义原理报告。参会的德方学者

包括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主任 Gosepath 教授等。中心毕

业生、浙江省社科院李哲罕副研究员同时参会。 

Olga K. Schwarz lehrte als Young Scientist am ZDS 

9 月下旬，柏林自由大学青年学者施瓦茨女士访问中心，

并为中心学生开设“启蒙”研讨课。课程从康德对启蒙的

回答出发，以莱辛的文本为舞台，最后到席勒的文论中寻

找答案。经过两周的热烈讨论，中心学生加深了对启蒙的

认识，收获颇丰。 

Prof. Huang sprach auf dem Helden-Symposium in 

Shanghai über Beate Klarfeld 

10 月 10 日至 12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德国弗莱堡大学

在上外联合举办了题为“跨文化视域下中德两国英雄人

物的建构、解构与认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黄燎宇教授

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英雄话题在中德两国的现实意义，

并对发生在 1968 年 11 月的比娅特·克拉斯菲尔德抽打

纳粹总理耳光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