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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本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主

办，中国民族学学会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会、The Convergence Institute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Inha University,Korea）、中蒙游牧民族文化与历史民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

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为保证您能了解会议日程安排及相关工作要求，请详阅

如下内容： 

一、报到 

1. 京内代表报到时间：2019年 11月 16日 07:30-08:20 

京内代表报到地点：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2. 京外代表报到时间：2019年 11月 15日 全天 

京外代表报到地点：万年青宾馆（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号） 

从首都机场出发搭乘首都机场线到三元桥站换乘地铁 10号线，到知春里站换乘 323路

到万寿寺下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建议搭乘 394路/374路到万寿寺路下车。 

 

报到时请您到报到处登记信息、领取会议材料，前往酒店前台办理住宿、领取房卡，请

您按报到内容依次办理，请勿遗漏。 

3. 会议时间与地点： 

（1）2019年 11月 16 日  全天：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文华楼 1304会议室、文华楼

1327会议室、文华楼西区一层报告厅； 

（2）2019年 11月 17日  上午：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文华楼 1304会议室、文华楼

1327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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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 

1.  时间：2019年 11月 15—17日 

2.  地点：万年青宾馆（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号） 

 

三、用餐 

11月 15日  晚餐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东门国际公寓一层石榴果西域美食 

11月 16日  早餐  地点：万年青宾馆 

10月 12日  午餐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东门国际公寓一层石榴果西域美食 

10月 12日  晚餐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东门国际公寓一层石榴果西域美食 

11月 17 日  早餐  地点：万年青宾馆 

10月 13日  午餐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东门国际公寓一层石榴果西域美食 

 

四、温馨提示 

1.敬请大会发言人遵守发言时间，发言演示文稿请提前交给工作人员进行调试，以保证

会议顺利进行； 

2.请与会代表在会场内保证手机静音，请勿在会场内接听电话； 

3.会场内禁止吸烟，请勿大声喧哗； 

4.敬请各位参会人员严格按照日程安排参会，以免影响会议进程； 

5.外出请注意安全，请随身带好贵重物品； 

6.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郭  跃   18810878060      许  政   15117938513       

孙晓晨   18811581279      袁娅琴   17323590140 

 

7.未尽事宜，以会议期间临时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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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期间天气情况： 

 

 

 

祝您在会议期间一切顺利，生活愉快！ 

 

 

欢迎您扫码加入 

本次会议的微信互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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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十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0 月 15日 全  天 报  到 万年青宾馆 

11 月 16日 

08:30—09:00 开幕式 

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09:00—09:20 全体合影 

09:20—12:20 主旨发言 

14:00—15:20 专题讨论（分会场） 

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文华楼 1304会议室 

文华楼 1327 会议室 

15:20—15:30 茶  歇 

15:30—16:50 专题讨论（分会场） 

16:50—17:00 茶  歇 

17:00—18:20 专题讨论（分会场） 

14:00—17:00 

19:00—21:00 

专题四：东北亚民族志电

影专题 

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西区一层报告厅 

11 月 17日 

08:30—09:50 专题讨论（分会场） 

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文华楼 1304会议室 
09:50—10:00 茶  歇 

10:00—11:35 专题讨论（分会场） 

11:35—12:00 闭幕式 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下  午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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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议程 

时  间 项目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08:30—09:00 
开幕式 

1)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宋

敏致辞 

2)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民族

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毅致辞 

3）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校长 白嘎力赛

罕致辞 

4）韩国仁荷大学 金永洵教授致辞 

5）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党委书记 王洁致辞 

祁进玉 
中央民族大学 

知行堂 

09:00—09:20 全体合影（文华楼前） 

主旨发言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11 月 16日 

09:20—12:2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25分钟） 

1.杨圣敏：东北亚地区合作发展前景的试分析 

色音 
中央民族大学 

知行堂 

2.单泰陆：路标：蒙古和世界 

3.Li Narangoa（李娜仁高娃）：Continuity and 

Connectivity:Knowledge Transmission of 

Mongolian Medicine 

4.小长谷有纪：モンゴルにおける馬の毛色に関す

る分類名称の命名原理——馬の毛色に関するモ

ンゴル人の認識について（关于对在蒙古的马匹毛

色的分类名称及命名原理的讨论——基于蒙古人

对关于马匹毛色的认识） 

茶  歇（5分钟） 

5.Kim Youngsoon（金永洵）：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6.Sodnom Tsolmon（朝鲁萌）：The Routes From 

Kharakhrum To Sarai 

7.Ghilyana Dordzhieva（吉尔亚纳·多尔季耶娃）： 
Early forms of Kalmyk music and Siberian 

parallels 



6 

第一会场 

（知行堂）（16 日下午） 

时  间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主持人 

11月 16日 

14:00—15: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Zalesskaia Olga（扎列斯卡娅·奥莉嘉）：在形成跨境经济

情况下关于中国移民的俄罗斯移民政策 

刘晓春 

2.E.Gamerman（耶夫杰·戈梅尔曼）：Current Migration Laws 
and Migration Policies of th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Security 
3.Zhargal Badagarov（扎尔格尔·巴达加罗夫）：Linguistic 
continuum over time and space in Buryad-Mongol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18-early 20th centuries 

4.何群：影响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因素初探 

15:00-15:20 评  议：张  娜 

15:20—15:30 茶   歇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李红杰：人口较少民族：被遗忘的东北亚文化纽带 

德布仁 

2.Sanjaa Baigalsaikhan（白嘎力赛罕）：邻近国家间文化关系

的相关传统 

3. Khurelbaatar Nandin-Erdene（南丁尔德妮）：泣红亭传统

型与创作行探索研究 

4. Uchralt Otede（乌其日乐图）： Fragment History of Barag: 
Memory, History and Truth 

16:30-16:50 评  议：苏发祥 

16:50-17:00 茶   歇 

17:00—18: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朱智忠：一带一路，古老的呼麦为你听音寻路——蒙古族

CHOOR 乐队世界巡演十年感想 

良警宇 

2.方征：大小兴安岭民族文化旅游链建设与东北振兴 

3.王松林：长白山“五绝”艺术与东北亚国际文化交流研究 

4.汪世超：“一带一路”与世界遗产旅游国际合作研究 

18:00—18:20 评  议：李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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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场 

（知行堂）（17 日上午） 

时  间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主持人 

11月 17日 

8:30—9:3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许珍：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基本体系研究 

李  鸿 

2.杜国川：煤殇：资源、权力与社会关系的民族志研究 

3.胡源源：中日跨国婚姻的成立过程——中间移住媒介的观点 

4.孙宇男：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盛唐边塞诗 

9:30-9:50 评  议：祁进玉 

9:50—10:00 茶   歇 

10:00—11:15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吴剑平：交易成本下视阈下一带一路倡议中科技合作的风险

识别与防控研究 

方  征 

2.苏安超：中国“一带一路”与日本印太战略对接的可能性研

究 

3.马琦玥：韩国 samulnori 的中国在地化 

4.孙晓晨：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鄂伦春族姓名研究综述 

5.刘海波：交流与互鉴：论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变迁 

11:15-11:35 评  议：高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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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场 

（文华楼 1304 会议室）（16 日下午） 

时  间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主持人 

11月 16日 

14:00—15: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马场公彦：由日本来看的东北亚地区概念演变 

全信子 

2.孙春日：图们江区域跨国文化资源与国际合作开发制约因素  

3.Noh Gwi Nam（卢贵南）：边疆文化和朝鲜族社会的未来——

指向东北亚共同体的人文学性觉察 

4.Kwak Seung Ji（郭承志）：东北亚共同体建设可能性：以韩

国的作用为中心 

15:00-15:20 评  议：曲  枫 

15:20—15:30 茶   歇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曲枫：“一带一路”东北亚沿线民族志中人与动物关系的研

究—以楚克奇半岛与阿拉斯加爱斯基摩民族为例 

孙春日 

2.白兰：以驯鹿的名义：是生存智慧让泛北极圈文化理念永不

落幕 

3.萨敏娜：神灵附体：达斡尔族萨满领神仪式成功的标志 

4.齐山德：向死而生——楚克奇人“自愿死亡”的人类学考察 

16:30-16:50 评  议：刘  泓 

16:50-17:00 茶   歇 

17:00—18: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郑喜淑：发掘与重构：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们江次区域文化遗

产的研究 

刘明新 

2.邵磊：韩国“中国观”转变的历史轨迹 

3.Bae Kyunngim（裴卿任）：韩国国内中国留学生社会文化适

应的相互文化教育性建议 

4. Kim Youngsoon（金永洵）、黄海英：来韩中国移民者的跨

文化适应研究——以居住类型分类 

18:00—18:20 评  议：施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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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场 

（文华楼 1304 会议室）（17 日上午） 

 

时  间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主持人 

11月 17日 

8:30—9:3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葛玲：赫哲族民族节日“乌日贡”的当代传承 

王  艳 

2.张爽：空间转换中的人文社会——基于承德张湾村庙的田野

调查 
3. 罗军杰：柯尔克孜族东迁往事——东北《柯尔克孜族民间

故事》中的历史记忆 
4.吕洋：民间文学关照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乡村振兴—

—以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为例 

9:30-9:50 评  议：郑喜淑 

9:50—10:00 茶   歇 

10:00—11:15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王艺洋：白罗斯人万物有灵论为提高生态环境价值的方式 

萨敏娜 

2.王琪：语言景观视角下满洲里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 

3.刘静瑶：性别舆论：中蒙边境女性商人社会地位的人类学研

究 

4. 李修远：深思与跨越：博厄斯的人类学思想对我国民族教

育的新启发 

5.李美旋：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吉林省水南村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发展问题及对策 

11:15-11:35 评  议：白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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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会场 

（文华楼 1327 会议室）（16 日下午） 

时  间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主持人 

11月 17日 

14:00—15: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吴金光：浅析赫哲族与那乃族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作用 

张景明 

2.汪立珍：口头文学经典与村落城镇化建设——赫哲族街津口

说唱文学“伊玛堪”个案调查研究 

3.庞涛：“区域”“流域”与“家谱”——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区

域影像民族志”实践 

4.李鸿：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景展望 

15:00-15:20 评  议：李成日 

15:20—15:30 茶   歇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唐戈：文明的边疆——黑龙江源区各文明和文化间的关系 

吴金光 

2.张景明：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及中西文化交流 

3.王学勤：布特哈八旗的蓄奴制度研究 

4.高承龙：通过口述资料重考许成淑烈士的抗日历程 

16:30-16:50 评  议：朴光星 

16:50-17:00 茶   歇 

17:00—18:00 

（每人发言时

间为 15分钟） 

1.王艳：辽宁省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特征及差异性分析——以新

宾满族自治县为例 

汪立珍 

2.戴嘉艳：东北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调查与思

考 

3.郝文军：基于习俗视角的走廊地带民族文化融合与互化——

以辽西走廊的喀左县为例 

4.乌日乌特：百年变迁——再续大兴安岭东南部鄂伦春族调查

报告 

18:00—18:20 评  议：唐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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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会场：东北亚影像民族志专题研究 

（文华楼西区一层报告厅）（16 日下午） 

 

时  间 放映影片及介绍 

11 月 16日 

14:00—17:00 

《额日登的远行》：萨满，在鄂温克人心中是「智者」之意，大草原上

的萨满额日登，藉由仪式来沟通生灵万物，替人看病驱邪，但有时感到力不

从心，为了增强法力，额日登想用凶猛动物的禽毛做为法器。他与家人来到

北京城，希望能得到一束狮子的鬃毛。在躁动的现代城市中，一抹纯粹的信

仰与灵魂隐隐发光，浮现诙谐且动人的景象。 

《神翳》：关扣尼今年七十六岁了，是鄂伦春族唯一健在的萨满。每到初

一或者十五，关扣尼都要在神位上放上贡品，按传统的方式祭拜神灵。一场

病愈之后，关扣尼有了心事，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找到萨满的传承人，把这

种古老的宗教文化继承下来。可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笃信神灵，这成为关扣

尼寻找继承人最大的障碍。她把目标放在了女儿菊花和儿子举荣的身上…… 

18:00-19:00 晚  餐 

11 月 16日 

19:00—21:00 

《喀赞其的姑娘》：本片讲述了喀赞其一群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相互

帮助、相互支持的创业之路。喀赞其是伊宁市城南改造的典范，将一个多民

族杂居、多文化交汇、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百年民居推上伊宁市旅游前沿。 

《家住云端》：孩子开学了，每年道路都被洪水冲毁，县委县政府派车绕

道 1400 公里，到山里把孩子接出来送回了学校。 

《雪岭云杉》：新疆在国家大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加强生态保护

力度，在全疆各地的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一大批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管护

员，摆山和艾山就是野生动植物管护人员，这两个亲兄弟在各种利益诱惑前

做出了不同选择，弟弟艾山在和盗伐盗猎的违法分子斗争中，为了保护森林

英勇牺牲，哥哥摆山也在诱惑与亲情中做着纠结的选择，最终哥哥摆山在良

心的谴责下前幡然醒悟选择了亲情，但是为时已晚，只剩悔恨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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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议程 

 

时  间 项  目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11:05—11:30 闭幕式 

1.各分会场总结 

祁进玉 
中央民族大学 

知行堂 
2.致闭幕词 

3.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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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介绍 

东北亚地区位于欧亚战略中轴线的东部，是世界主要大国美、中、日、俄势

力并存与矛盾交汇的地区。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东北亚局势的任何变动往往都

影响整个亚太地区，触及大国敏感的利益神经，从而牵动整个世界。正因如此，

在欧洲、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区相继出现欧盟、东盟、拉共体、非盟等为推

动地区一体化的组织，并颇有成效的今天，东北亚地区仍深陷在历史问题、冷战

阴影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泥潭中，呈现出合作与冲突并存、缓和与对抗同在的特点。

为此，研究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现状、分析其发展的动态、预测其战略的走势、

重构地区秩序、建立有利于持久发展的新机制，不但对域内各国的发展是有必要

的，而且对全球性新秩序的探索也有深远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充分发

挥东北亚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增进区域内族群/民族间

彼此的接触和交流，增强跨国文化认同的感召力，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

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东北亚区域民族国家间因资源竞争而在产生的

博弈，是一种对区域内结构性均衡体系的追求，如果不考虑该区域内民族文化多

样性的事实与族际和区域性的差异，有时会对国家造成一种危机或面临解构的威

胁，加深彼此之间的误解。因此，尝试在民族学研究范式下分析当代东北亚区域

内的合作和冲突，探讨民族这一客观现象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以及

通过何种政治途径消弭族际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分歧，进而达成国家共同体的持

久聚合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现实是，东北亚区域的各国民族文化的研究缺乏比较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

研究，也缺乏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民族志文本，彼此很少了解东北亚共同体内

部的各国民众真实的想法和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只有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概念，

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区域共同体的意识，更谈不上共享的价值和观念，有的只

是误解与相互拆台、相互防范、相互谩骂、相互推诿。基于如上的缘由，中日韩

等国的学者共同举办了“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力图加强与东北亚

地区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为实现东北亚共同体的发展战略创造良好的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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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2010年 12 月 4日，第一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延边大学、韩国中央学研究院、日

本的 30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就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现

状及其未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论坛就全球化发展与跨境民族研究、东北亚民族

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东北亚区域内宗教文化发展等内容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就构建学术共同体达成共识、为稳步推进东北亚民族文

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 12 月 16 至 19日，第二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吉

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顺利举办，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延边大学、韩国庆南大学、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 30多位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的研

讨。本次论坛围绕东北亚地域民族文化研究；东北亚地域的民族文化交流；东北

亚地域的民族关系；东北亚地域的民族问题等四个主题展开讨论，并就东北亚民

族文化交流、东亚共生思想、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走向与公民社会构建、东北亚

和平与安保合作、东北亚原住民问题、东北亚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内涵、路径

及其现实意义、满族族谱现状研究、东北亚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草原生态环境

问题与游牧生产方式变迁等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尝试为

东北亚地区各国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的智库支撑。 

2012年 6月 7日至 12日，第三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韩国首尔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柬埔寨等国的 40多位学者围

绕东北亚共同体研究、东北亚地域社会比较研究、东北亚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与学术交流，在某些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层次研讨并

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国内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延边

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及问题意识出发，与国外学

者就东北亚共同体问题、东北亚区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战略格局、跨国民族迁徙

与全球人口流动与国家认同、中韩校园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交

流，并取得了一定共识。 

2013年 12 月 7日至 8日，第四届“东北亚民族文化国际论坛”在北京中央

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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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延边大学、韩国仁荷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国内外高

校院所的 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亚洲的共生和繁荣”“族

群、宗教与地域社会变迁”“东北亚跨境民族问题与跨文化交流”等问题展开讨

论。此次论坛对增进区域内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加强东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

系，创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做出了贡献，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

和平稳定做出积极的探索。 

2014年 6月 28日至 29 日，第五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多元文化主义

和族群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仁川顺利举办。本届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

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 30多位学者与会发言交流。研讨会议题聚焦于“多元

文化主义”与“文化多样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族群性”等议题的探讨。与

会学者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对于各个国家自身所面临的国际

化移民潮与认同危机、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等当今现实而又迫切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性研究，以不同的个案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与跨文化交流、互动，并期望通过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这个平台，构建有助于“全

球思考、区域行动”的学术共同体，以期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之间的民间学术与

文化交流，增进了解与互信。 

2015年 6月 27日至 28 日，第六届“东北亚民族文化国际论坛”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变迁与跨文化交流”为主题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来

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延边大学、日本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院、蒙古国立大学等世界各地 29所高

校及研究中心的 86位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本届论坛围绕“东北亚地域社会与

民族文化变迁”“非物质文化与跨文化交流、传播”“文化产业与文化变迁”3个

分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应用性研究和以

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致力于中国及其周边国家

的研究，尤其是对东北亚民族文化的研究。 

2016年 12 月 15 至 17日，第七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北

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渤海大学、延边大学、俄罗

斯科学院、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国科学院等 20余所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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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国内外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中国少数民族遗产保护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产业化与国际

化的比较研究、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文化教育等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与热烈的交

流。本次论坛积极顺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 2014年北京 APEC会议的精

神，配合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大好局面，通过进一步推进和促进亚太地区各国

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学术界的合作，加强区域各国经济、文化与学术的多向交流，

对于增进区域内各国间相互了解与达成共识意义重大。 

2017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八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中韩关系的现

状及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

族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外交学院、渤海大学、韩国

庆南大学、仁荷大学、等多家中韩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参加了本次论坛。研讨会

从不同学科、不同年龄层、不同研究方向的视角，对东北亚民族文化进行讨论，

讨论内容范围极广，学者们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渊源、经贸往来、朝鲜半岛

的局势及其特点、跨国人口流动、饮食与影视文化等诸多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讨论，认为东北亚国家在文化上具有许多相似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差序

的兄弟关系”等众多文化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东北

亚区域的各国“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则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建立东

北亚命运共同体、在东北亚地区积极构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信任机制是大势所

趋。 

2018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九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

韩国仁川顺利举办。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就东北

亚地区的民族多元文化、区域内经济文化的互通与交流、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就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的合作，进一步

加深中国和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借鉴。 

2019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第十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一带一路’

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十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倏忽即去，但对于一个学术品牌和学术平台的成长却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十年来，超过 20个国家，5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200余人次先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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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依托“东北亚文化论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南开大学等高校和机构，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

馆、俄罗斯科学院、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国科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高校和

机构建立了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产出了一系列

高质量的学术作品。如今的“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正在成长为东北亚地区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品牌，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学者交流和合作的理想平台，逐渐

成为贡献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智库。 

“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思想碰撞，同时也积极致

力于记录和传播这种文化的火花。每届论坛的会议论文都以《东北亚民族文化评

论》系列出版物的形式集结出版。时至今日，《东北亚民族文化评论》已完成第

六辑的出版，第七辑付梓在即。《东北亚民族文化评论》作为“东北亚民族文化

论坛”的衍生品，希望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共同努力，挖掘东亚的地方知

识、地方发展的特殊经验，譬如文学艺术的、音乐的、哲学的、历史的知识，能

够挖掘其传统中的本土意义，并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其内在意义。《东北亚民

族文化评论》秉承“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的精神，致力于对相关重大议题进行

深度探讨，共同探讨东北亚区域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找寻如何从学术共

同体达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并找到共同体内部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

伦理，从而将这种来自东北亚的区域性本土性知识推及到全人类共享的全球伦理

和普世的价值观。 

十年来，“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在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同仁的关心下，不

断成长，但历史的车轮永不会停止，我们追求真理的脚步也永不会停下！十年来，

世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冲突都有所变化和发展，专家学者们

之间的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十年来，“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逐渐成长为地区

性学术研究的知名品牌，未来十年，“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将继续关注地区发

展和文化沟通，继续与关心东北亚地区社会发展的诸位同仁携手，实现东北亚“学

术共同体”的构筑，担当全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