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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专访

□本报记者刘倩 周绍瑜/文 记者何平江/摄

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周大鸣是第二次受邀来参加中国—东
盟民族文化论坛。今年，他将以《“一带一路”
视野下的东盟民族文化互动与文化多元
性》为题，在会上作主旨发言。

周大鸣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联
系，最开始也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
目前，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已经
搭建起来，将来大家需要考虑的是怎
么样进一步提升并加强论坛的学术性，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这个平台更好更充
分的利用。

长期以来，周大鸣都非常关注中国—东

盟民族文化论坛的发展。他对论坛的未来发展也有着自己
的看法。他说到，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东盟的发展，
而且也有很多世界上的著名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假如

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能够站在全球的视野，吸
引更多国家的学者和科研机构前来参与，将有

利于产生更多全球化的研究成果，论坛的质
量和地位也会更高。

结合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和东
盟各国应该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待过
去和现在的民族文化交流。“过去，我
们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过程，很少注意到具体某个区域的主体
是怎么想的。将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

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想怎么做。只
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交往，才会更

长久更牢固也更和谐。”

期待论坛产生更多全球化研究成果
——— 访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大鸣

□本报记者刘倩 周绍瑜/文 记者何平江/摄

“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今年是第五届了。
从五年的成果来看，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
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
化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
了平台，发挥了纽带作用。”八桂学
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
富强说。

广西民族大学与自治区社科联是中
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的发起单位。李
富强说，文化论坛的举办主要是响应和
贯彻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的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等合作倡议。自 2016 年起，已成功

举办四届，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民族文化交流、增
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论述，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

东盟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与创新发展。鉴于
疫情状况特殊，论坛以线上+线下的方
式举办，但是还是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
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他说，国外
的学者有 1 3 名选择在线上参会交
流，国内学者有 100 多名参会，整个
论坛期间学者提交的论文有 9 0 多
篇，说明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学者

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
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

促进中国—东盟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 访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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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各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往
来，有着很多绚丽多彩、共生共享的文化事
项，为拓宽双边和多边的人文交流提供了
丰厚的资源。”百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
任、教授黄玲认为，在今天倡导“一带
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
下，我们可以与相关东盟国家开展跨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与申遗工
作。

在参会后，她对中国—东盟民族文化
论坛给予了很高评价。她认为，当今世界
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多样化深入

发展。以“中国—东盟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与创新发展”
为主题的本次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将各国学

者汇聚于此进行学术交流，共同交流探讨新时代
中国与东盟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方向与理

念。“我们学者也在积极探讨中国与东盟
跨境文化遗产共生共享的互动机制与永
续发展的合作空间，达成‘美人之
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的美好愿景。”

她也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
国与东盟民族文化必将在建设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文化论坛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好平台
——— 访百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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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论坛的承办方的代表，广西东
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冬青
认为，论坛架设了一座文化民心桥，品
多元文化之美，打造文化交流新气象。

李冬青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命脉，传承好
中华传统民族文化需要我们汲取传统
民族文化的精神和智慧，延续文化基
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发挥民族文化的精
神和活力。围绕这个观点，论坛设置了
守望根脉分议题，就是帮助大家挖掘出传
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

这次论坛，有一个很重要的分议题就是文化旅游的跨界融
合发展。李冬青认为，桂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她指

出，桂林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自秦代以来就是沟
通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重镇，也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一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桂林始终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中外优秀文化，形成了
底蕴深厚、绚丽多彩、开放多元的桂林文化。

李冬青表示，本届论坛再次为中国与
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了顺畅、
多元的交流平台，共同助力人类和谐发
展。李冬青也建议，应把传统民族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引导人

民群众强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尊荣感、融入感
和认同感，同时通过不断交流和合作为践行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桂林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中外优秀文化
——— 访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冬青

第五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剪影

▲12月3日，第五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在桂林开幕。图为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等一起合影。

记者何平江 摄

论坛进行主题演讲。 记者何平江 摄 与会专家学者认真聆听主题演讲。

记者何平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