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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
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
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
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
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
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

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
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
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

和文化力量。
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

文明与中国道路”，由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
日在上海开幕。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上海11月24日电 11月
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
上海举办，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视
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
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
义，表达了对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
外文明的使者的殷切期望，为推动文
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
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外嘉宾表示，随着中国与世界
交流交融日益加深，应把中华文明放

到全球视域中考察，把中国式现代化
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探讨，从尊
重文明多样性、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文
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以中国学研
究的不断深化，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
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本次大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协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上海社科院承办。会上宣布了世
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成立，颁发了
2023中国学贡献奖。大会设有4个平行
分论坛，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
余名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代表与会。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沪举办
李书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
论坛致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表
达了对各国专家学者当好融通中外文明使者的殷切期
望，在与会中外嘉宾和社会各界中引发强烈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接下来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
研究成果转化，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贡献
更多智慧力量。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

从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参加此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尼日利亚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深有感触。他表
示，习近平主席对文明对话与国际交流的高度重视一
以贯之，此次贺信中又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理
念，为我们多角度、多领域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思
路、新的启迪。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
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言简意赅指明了中国学的
内涵外延，对中国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论坛开
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复旦大学中国研究
院院长张维为表示，今天的中国，具有传统性更具有
现代性，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现代
中国必定会让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令全球瞩目，越来越多的
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学
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
里亚姆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以“全球视野下
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为大家深入研讨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实践的伟大意义提供了宝贵的交
流机会。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
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从方
法论上指导我们今后如何从更深层次理解古代之中
国、认识现代之中国、把握未来之中国。”学习了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福建省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对
外交流合作处处长彭军说。

在平等交流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
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感触颇深：“中国式现
代化，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注重借鉴
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
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
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强大指引。”

在西班牙知华讲堂副主席维克托·科尔蒂索看来，
只有不同文明携起手来，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才能找
到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路径。“从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看，中国学研究可以推动中外文
化的彼此了解、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中国用几十年的
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所展现的独特智
慧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维克托·科尔蒂索说。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北京语言大学“一
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倍受
鼓舞，愈感责任重大。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有文明的互鉴才能
实现共同的进步’，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注入了前
进动力。”徐宝锋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人开放包容的胸襟格局。我们期待在未来搭建
起更多区域性、专题性、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平台，北
京语言大学将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更好地落实习近平
主席贺信精神，培养更多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
年轻人才，为促进各国民心相通贡献力量。”

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对各国专家学者的勉
励和期望，韩国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李正男表示，将继续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
者”，努力将专业的学术话语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大众
表达，向韩国民众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持续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为促进韩中人民
相知相亲发挥自己的作用。 （下转02版）

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
贺信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指引

本报讯 （记者尹琨） 11 月 24
日，中非版权合作论坛在四川成都举
办。作为由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共同主办的 2023 国际版权论
坛平行论坛之一，该论坛在第九届中
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期间举办。中宣部
副部长张建春出席论坛并致辞，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西尔维·福尔
班出席论坛。

张建春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中
非开启外交关系 67 周年，中非关系
前景广阔，中非版权交流合作大有可
为。举办此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关于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
共同体倡议的实际行动。双方要加强
版权交流，增进文明互鉴，就版权立
法、执法、产业发展等各方面进行全

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要深化务
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广大非洲
国家在更多版权国际平台和机制中讨
论和宣传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保护的理
念，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民间文
艺国际规则磋商和讨论中努力弥合分
歧，推进谈判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要凝聚更多共识，合力应对挑战，进
一步提升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
理、服务的能力，实现文化创意产业
高质量发展，形成以版权促发展的强
大合力。

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总
干事甘迪·奥龙在致辞中提到，随着
数字消费以及数字网络和服务快速发
展，音乐和视频流媒体服务带动全球
数字版税收入提升，这也为国际作者

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在非洲的成员协
会带来版税增长潜力。近年来，中国
版权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数
字版税收入强势增长，中国版权立法
修订与实践经验在助力非洲释放版权
增长潜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会
致力于鼓励、支持与促进合作，相信
中非合作一定能够实现更大成功，发
挥所有潜力。

论坛围绕中非版权法律制度及集
体管理制度的最新进展、中非版权保
护合作现状与前景、中非版权贸易合
作挑战与机遇 3 个议题展开深入交
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主席兼总
干事刘平，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迁，环球音乐版权
管理集团中国公司上海创意业务主理

人露西·阿多里，马拉维版权协会许
可业务经理穆提·穆科迪亚，津巴布
韦音乐版权协会执行董事波利希勒·
恩库贝等9位中外业界、学界专家代
表作主题发言，为进一步完善中非版
权保护机制、深化双方版权交流与合
作建言献策。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摩洛哥、
博茨瓦纳、马拉维、津巴布韦的音乐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论坛上签署相
互代表协议。

此次论坛由中国版权协会、中国
音乐著作权协会、国际作者和作曲者
协会联合会承办。中宣部有关局室负
责同志，中国版权协会、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中国办事处有关负责人和中非
版权产业界代表等参加论坛。

中非版权合作论坛在成都举办
张建春出席并致辞 西尔维·福尔班出席

本报讯 （记者赵新乐） 11 月
24 日，作为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
览会主题活动之一，首届中国版权文
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办。中宣部副
部长张建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
办事处主任刘华出席活动。

首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导，聚焦版权历史文化、版权法治文
化、人工智能版权以及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等领域，挖掘版权文化的丰富内
涵，探索版权赋能创新发展的思路与
路径。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在
致辞中提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建设，
版权能够发挥独特的重要力量。版权
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是文化创新
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持续力的承载
者。版权与文化之间密切而深厚的联
系，赋予了版权文化丰富的理论内涵
与重要的时代价值。要全面认识版权
文化的本质内涵，从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研究版
权在激发民族创新创造活力、繁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如何发挥重要
作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将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把版权工作放在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大局中谋划推进，聚文

化之魂、书版权之篇，推动版权赋能
文化传承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为推
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孙宝林就“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引，推动构建版权文化学术话语体系”
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在系统论述了版
权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核心要旨后，孙
宝林分析了版权文化的研究方向和科
学方法，宏观展望了版权文化研究与
实践的前景，提出“探索推动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强制标注，保障透明度和受
众的选择权”“人类智力成果创新的底
层支撑是版权”等新观点和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
厦门大学教授林秀芹、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郭禾、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黄汇、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丛立先分别作“版权
文化的现实意义”“人工智能利用作品
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版权文化在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特色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的理论与制度构建”“生成式
AI的版权风险及其治理”主题发言。

研讨会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四
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研讨
会举办期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分别
与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中文在线集
团就各自领域共同推进数字版权链试
点应用签署合作协议。

首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张建春出席

11月25日，市民在济南泉城
公园书屋里读书。

济南泉城公园、千佛山风景名
胜区等8处公园景区均已开放公园
书屋，“公园+阅读”别具一格的
读书环境，吸引市民前来休闲、
读书。 张勇/视觉中国

济南的冬天
公园阅读成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