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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庄盈 梁亮）12月3
日，第五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在
我市开幕。来自中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嘉宾共计100多人参加会议，泰
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菲律
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学者共13人
在线上出席了会议，围绕“中国-东盟
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与创新发展”展开
讨论。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
市委书记赵乐秦出席论坛并宣布开
幕。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
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国
和东盟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和谐并
存。长期以来，桂林与东盟各国始终
保持着频繁而通畅的文化交流，在求
同存异、交流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建
构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形成了文化
发展共识。

他表示，我们将以举办中国-东盟
民族文化论坛为契机，依托桂林独特

的文化资源优势，推动优秀文化创新
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大力培育文化
领域新业态，更加积极传播中国优秀
文化，深入推动中国与东盟民族文化
交流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增进文明互
鉴，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市委常委、副市长沈威虎主持开
幕式。自治区社科联主席朱东、广西
民族大学副校长李珍刚致辞，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蒋育亮出席活动。

朱东在致辞中说，中国-东盟民族
文化论坛举办五年来，以民族文化交
流互鉴为纽带，推动并见证了中国与
东盟国家交往交流日益密切，增进了
相互了解和友谊。论坛开山辟路，架
设文化民心桥；开放包容，品多元文
化之美；开拓创新，打造文化交流新
气象。

李珍刚表示，在中国与东盟的民
族文化交流中，广西民族大学聚集人
才与区位优势，为彼此之间的互通与

友好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东南
亚民族文化研究的高地和民族文化展
示窗口。

本届论坛由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广西民族大学及桂林市人民政
府主办，自治区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
究院、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桂林市委宣传部、桂林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共同承办，中央民族大学壮侗
学研究所、桂林理工大学商学院和秀
峰区人民政府协办。

此次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多位专家学者就论坛主
题“中国-东盟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与创
新发展”做了主旨发言。澳大利亚格
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
人文学院院士，“中国政府友谊奖”
获得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先
生发来贺辞视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发展部副部长刘培林研究员以视频
方式作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主

旨发言。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杨真真教授以视频方式作了
《中国人在菲律宾：过去、现在与未
来》的主旨发言。长江学者、中山大
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教授作
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盟民族
文化互动与文化多元性》的主旨发
言。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
究中心主任李富强教授作了《守望根
脉：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广
西实践”》的主旨发言。四位学者分
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本论坛主
题作了深度论述。

此外，在下午的分会场讨论中，
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东盟民族文化
的历史关联”、“中国-东盟文化旅游
的跨界融合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的现代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热烈讨
论，为中国-东盟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与
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支持。

第五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
在我市开幕
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研讨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李冬青表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命脉，新时代背景下，更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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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大家挖
掘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

这次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分论题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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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青希望，通过论坛的举办，进一步
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认同感。她建议，应把传
统民族文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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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庄盈 梁亮 文/摄

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 访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冬青

周大鸣教授是第二次受邀来参加中国
-东盟民族文化论坛。他觉得举行这样的
论坛非常的有意义：“中国与东盟各国的
合作可以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等很多方面
和领域，但是这些合作需要有一个媒介。
我觉得，文化将是很好的媒介。”

周大鸣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联系，

最早也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正因为有了
很深的文化渊源，才促成了各国之间进一
步展开并持续各种合作。目前，中国-东盟
民族文化论坛已经搭建起来，将来要考虑
的是进一步加强论坛的学术性，实现对这
个平台更好更充分的利用。

周大鸣非常关注中国-东盟民族文化

论坛的发展。他说，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
国、东盟的发展，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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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质量和地位都会
更高。 记者庄盈 梁亮 文/摄

加强论坛的学术性 实现充分利用
——— 访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大鸣

本次论坛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积
极响应和参与，作为承办方的代表，李富
强很是欣喜。整个论坛期间提交的论文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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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交流也日益密切。

李富强说，论坛是一个平等、开放、

包容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在推动中国
与东盟国家间民族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
解与信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五年的
成果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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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李富强高兴的是，本届论坛体现了

极高水平，中外学者线上线下各抒己见，互
动热络，有抽丝剥茧、入木三分的分析阐
述；有高屋建瓴、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有
绵里藏针、点到为止的碰撞与交锋；也有和
风细雨、云淡风轻的娓娓道来。学术的魅
力，使大家心灵得以启迪、智慧得以凝聚、
友谊得以发展。记者庄盈 梁亮 文/摄

论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纽带作用
——— 访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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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文交流提供了丰厚的资源。”黄玲教
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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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玲对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给予很
高评价。她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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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民族文化
交流发展的方向与理念。在她看来，跨境
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有助于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成为
文化交往中的情感纽带。百色学院目前正
在以跨境民族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和推动着广西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
（民族）的人文交流与学术合作。

她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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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庄盈 梁亮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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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