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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会议总议程
地点： 中国 深圳

时间：2025年6月5日－7日

6月5日（星期四）

09:00-21:00 全天报到 （安蒂娅美兰酒店）

6月6日（星期五）

08:30-08:50 合 影

09:00-10:00 开幕式（安蒂娅美兰酒店9楼宴会厅）

09:00-09:45 嘉宾致辞

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朱信凯

1.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郁云峰

2.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

3.深圳市领导

4.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研究员、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理事罗伯特·恰德

5.北马其顿汉学知识中心教席学者、青年汉学家代表冯海城

09:45-10:00

特别活动

1.中国社会科学预印本世界汉学平台发布仪式

2.“新汉学计划”博士后项目启动仪式

3.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青年委员颁发证书仪式

10:00-12:30 主旨演讲（安蒂娅美兰酒店9楼宴会厅）

10:00-11:00

第一场  主持：杜   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副校长

主旨：白安雅（Andrea Bréard）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副校长

题目：《人工智能能否助力中国数学史研究？》

回应：沈   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11:00-11:20 中场休息

11:20-12:20

第二场  主持：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 德国欧亚学院教授、友谊奖获得者

主旨：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原副校长

题目：《数字人文的破坏性创新》

回应：金炳善（Kim Byongsun） 韩国学学院

12:30-13:30 午  餐 （安蒂娅美兰酒店10楼多功能厅）

14:30-18:00 平行会议（RUC深圳研究院宝安院区）

第一分会场  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 （401 / 402 / 403）

第二分会场  当代中国研究与“数智化”社会变迁 （406 / 407）

第三分会场  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汉学人才教育与发展（516 / 510）

第四分会场  经典研究与翻译的数字化路径（405 / 410）

第五分会场  经济、科技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408）

第六分会场  数字时代的文明互鉴与国际传播（501）

18:30-20:00 晚  餐 （宝安院区一楼）

20:00-21:30 理事会行政会议（RUC深圳研究院宝安院区609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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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 日（星期六）

08:30-12:00 平行会议（RUC深圳研究院宝安校区）

第一分会场  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 （401 / 402 / 403）

第二分会场  当代中国研究与“数智化”社会变迁 （406 / 407）

第三分会场  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汉学人才教育与发展（516 / 510）

第四分会场  经典研究与翻译的数字化路径（405 / 410）

第五分会场  经济、科技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408）

第六分会场  数字时代的文明互鉴与国际传播（501）

12:30-13:30 午  餐 （宝安院区一楼）

14:00-18:30 主旨演讲暨闭幕式（RUC深圳研究院宝安校区一层大厅）

14:00-15:00

第三场  主持： 童世骏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主旨 ：亚历山大 · 卢金（Alexander Lukin）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所长

题目：《俄罗斯汉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回应： 张晓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

15:00-16:00

第四场  主持：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汉学系系主任

主旨：哈维尔·查（Javier Cha）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

题目：《动态的边界，变化的轮廓：计算文化史中的大型语言模型与流动本体论》

回应：德龙 (Donald Sturgeon)  杜伦大学助理教授、China Texts Project创建者

16:00-16:20 中场休息

16:20-17:20 汉学薪传：青年汉学家圆桌

主持：司马懿（Chloë Starr） 耶鲁大学教授

会谈人：田凯文（Kevin Turner）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题目：《儒家社会构造思想与人工智能问题》

会谈人：范狄 （Dario Famularo)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新汉学计划”学者

题目：《埋藏的巨像：揭示一本巴洛克的利玛窦传记》

会谈人 ：谷民德（Moritz Kuhlman） 慕尼黑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新汉学计划”学者

题目：《人工智能对文明对话的影响 —— 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视角》

17:20-18:00

闭幕式 （深圳研究院宝安校区一层大厅）

主持：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1. 分论坛总结

2. 论文颁奖

3. 理事会代表寄语

18:00-20:00 晚 餐（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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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议题  

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
（A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2

主题：传统汉学的回顾与发展

14:30-16:00    主持人：黄维忠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略说“旧汉学”与“新清史”》

14:45-15:00 发言人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中国学的“中国主体性”省思》

15:00-15:15 发言人
朱   峰 福建师范大学

《从汉学、国学到闽学：民国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探析》

15:15-15:30 发言人
唐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语言模型会取代汉学家么——一项探索性分析》

15:30-16:0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李伟荣 湖南大学

16:00-16:30 中场休息

16:30-18:00    主持人：姚霜 中国人民大学   

16:30-16:50 发言人
曾庆豹 辅仁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与神圣的重新定义》

16:50-17:10 发言人
纪建勋 上海师范大学

《世界汉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基于国际比较文学的视角》

17:10-17:30 发言人
柳博赟 北京语言大学

《唐代景教语词中译策略》

17:30-18:0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沈卫荣 清华大学

18:30-19:30 晚  餐 地点：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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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2

主题：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

09:00-10:30    主持人：沈卫荣 清华大学 

09:00-09:15 发言人
培高德 波恩大学

《有些机器可以为你做这件事……对于未来的汉学家来说，学习汉语仍然重要吗？》

09:15-09:30 发言人
李伟荣 湖南大学

《“数字人文”与传统汉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09:30-09:45 发言人
赵元熙 延世大学

《可视化权力网络：元代政治中的网络分析与汉化问题》

09:45-10:15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10:15-10:30 中场休息

10:30-11:45        主持人：培高德 波恩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10:30-10:45
发言人

多   拉  青海师范大学

《大模型赋能下藏学研究的范式创新》

10:45-11:00
发言人

姚   霜 中国人民大学

《语文学、数字人文与ChatGPT：基于多语种佛教文献研究的探索》

11:00-11:15 发言人
张   振 中国人民大学

《当代俄语地区汉学研究现状：基于俄罗斯汉学家数据库的可视化呈现》

11:15-11:45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黄维忠 中国人民大学

12:00-13:30 午  餐 地点：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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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议题  

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
（B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3

主题1：数字人文与人文学科的未来图景

14:30-16:00       主持人：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50
发言人

陈志武 香港大学

《考古大数据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14:50-15:10 发言人
梁    晨 南京大学

《数字技术介入与史学研究创新》

15:10-15:30 发言人
王   贺 上海师范大学

《文献学与中国人文学术的数字化(2000-2025)》

15:30-16:0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王军 北京大学

16:00-16:10 中场休息

主题2：数字人文如何建设基础设施？

16:10-17:40     主持人：梁    晨 南京大学     

16:10-16:25
发言人

康文林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政府官员数据集（清代）：最新进展与未来展望》

16:25-16:40
发言人

王  军 北京大学

《汉学研究的智能转向：人机协同的范式变革与跨模态实践》

16:40-16:55 发言人
徐永明 浙江大学

《大语言模型在汉学智能问答中的应用：以云四库智能问答系统为例》

16:55-17:10 发言人
洪   涛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

《古籍从整理到普及的数字化路径》

17:10-17:4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陈志武 香港大学

18:30-19:30 晚  餐 地   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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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3

主题3：人文如何空间化？

09:00-10:15    主持人： 王军 北京大学

09:00-09:15 发言人
张晓虹 复旦大学

《AI+ 历史地理研究》

09:15-09:30 发言人
胡   迪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 GIS 的思考与实践》

09:30-09:45 发言人
胡   恒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史如何空间转向？——基于清史的研究实践》

9:45-10:00 发言人
陈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从“信息”到“知识”：〈通报〉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形成》

10:00-10:15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 ：洪涛 中华书局

10:15-10:30 中场休息

主题4：人文如何智能化？

10:30-11:45     主持人：胡恒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45 发言人
内藤丘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

《人工智能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应用》

10:45-11:00 发言人
向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史学中的演化与冲击》

11:00-11:15 发言人
张燕飞 浙江大学

《历史数据智能整理路径探析——以数智科举平台清代进士信息的整理与挖掘为例》

11:15-11:3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 ：徐永明 浙江大学

11:30-12:00 自由讨论  

12:00-13:30 午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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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议题 

传统汉学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
（C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1

14:30-16:15    主持人：郑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苏   祺 北京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定量文化研究》

14:45-15:00 发言人
赵   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为什么越是人工智能时代，越需要计算批评》

15:00-15:15 发言人
陈   刚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重塑》

15:15-15:30 发言人
陈   涛 中国人民大学  

《数造“崇高”：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经典电影美学》

15:30-15:45 发言人
程   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机器人文化构建》

15:45-16:00 发言人
高淑敏 上海戏剧学院  

《从生成式技术到智能体应用 ：GenAI 生成电影的进程研究 》

16:00-16:15 自由讨论

16:15-16:30 中场休息

16:30-18:20    主持人：赵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6:30-16:45
发言人

郑   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磁带继续转动”：贝克特的磁性媒介与战后对康德主体性的解构》

16:45-17:00 发言人
张隽隽 上海师范大学  

《从百科全书到数据库 ：早期电影与中国经验的再发现》

17:00-17:15 发言人
赵   倞 中国人民大学

《性命与自然 ：比较视野中莱奥帕尔迪的〈生草〉诗》

17:15-17:30 发言人
李   逸  中国人民大学

《超越“代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的计量电影学考察》

17:30-17:45 发言人
樱   桃 海峡大学（线上）

《中国超级英雄的数字全球化 ：〈黑神话〉中孙悟空的形象嬗变》

17:45-18:00 发言人
万  兴 中国人民大学

《AI 之兆 ：论 20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自动写作”》

18:00-18:20 自由讨论

18:30-19:30 晚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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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1

09:00-10:20    主持人：张隽隽 上海师范大学  

09:00-09:15
发言人

柯   裴 秘鲁天主教大学 （线上）

《妖魔鬼怪、神祇、神龙及其他神灵 ：科技时代汉学与哪吒的蜕变

09:15-09:30
发言人

黄慧珊 复旦大学 

《马来西亚九皇信仰的在地化演变与数字传承》

09:30-09:45 发言人
卢彖暻 北京大学（线上） 

《人工智能认同感形成与人文学方法论发展的同行》

09:45-10:00 发言人
关沧海 康彭萨尔大学

《魔幻现实主义与数字汉学 ：人工智能、叙事结构与中拉文学交流研究》

10:00-10:20 评议 评议人 ：陈   涛、赵   倞 中国人民大学

10:20-10:30 中场休息

10:30-12:00                    主持人：高淑敏 上海戏剧学院

10:30-10:45
发言人

江玉琴 深圳大学

《论数智文明视野中的大湾区科幻文化发展》

10:45-11:00
发言人

罗玉兰 圣彼得堡大学

《梁晓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中的深圳形象》 

11:00-11:15 发言人
班   超 南京大学

《布隆迪功夫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文化混杂现象观察》

11:15-11:30 发言人
玛利亚 斯洛伐克科学院 / 捷克马萨里克大学

《从斯洛伐克数字媒体视角看 “一带一路” 倡议》

11:30-11:45 发言人
莉   娜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中国”在阿拉伯主流媒体中的传播框架研究》

11:45-12:00 评议
评议人 ：陈   刚 北京师范大学

              苏   祺 北京大学

12:00-13:30 午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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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议题

当代中国研究与数智化社会变迁 
（A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6

14:30-16:00    主持人： 富晓星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邱泽奇 北京大学

《数智时代的人类团结》

14:45-15:00 发言人
梁玉成 中山大学

《数字智能转型下的气态社会涌现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15:00-15:15 发言人
赵延东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公众互联网使用中的“信息茧房”问题》

15:15-15:30 发言人
李   丁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治理数智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

15:30-16:00 问答与评议 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

16:00-16:30 中场休息

16:30-18:15    主持人：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

16:30-16:45 发言人
黄斌欢 深圳大学

《跨域动员 ：骑手社会团结的组织逻辑与联结形态》

16:45-17:00 发言人
吴进进、张梓桢 深圳大学

《算法审计 ：公众参与的视角》

17:00-17:15 发言人
文森特 莱顿大学

《运用人工智能深化理解数字中国 ：以社会信用体系为例》

17:15-17:30 发言人

尹智恩 北京大学

《创新的舞台属于谁？——人工智能时代汉学研究者“走进中国”的现实意义与义乌

市基层参与模式的启示》

17：30-17：45 发言人
雅   虹 北京大学（线上）

《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教育与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17:45-18:15 问答与评议 白安雅 埃尔朗根 - 纽伦堡大学

18:30-19:30 晚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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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议题

当代中国研究与数智化社会变迁
（B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7

主题1：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互动 

14:30-16:00     主持人：嵇先白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曹伯义 自由学者

《“瑕不掩瑜”——三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一百四十年中的延续性探析》

14:45-15:00 发言人

梁汉礼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塞内加尔的技术新政战略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是新的能动性，还是对美中技术在

非洲影响力的新平衡？》

15:00-15:15
发言人

薛海娜 马来亚大学

《人工智能对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影响》

15:15-15:30 发言人
亚历山大·卢金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

《舆论研究新方法 ：中国人眼中俄罗斯人“战斗民族”的形象》

15:30-16:00 问答与评议
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

马尔科·塞切克 巴西利亚大学

16:00-16:10 中场休息

16:10-17:40     主持人：嵇先白 中国人民大学

16:10-16:25 发言人
阮俊卿 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越南中国研究 ：文化接近性、技术诉求与本土意识觉醒》

16:25-16:40 发言人
杨   海 澳门大学

《战略提问 ：国家媒体如何维系中国的对外传播》

16:40-16:55 发言人
阮光雄 中国人民大学

《试论人工智能对数字外交的影响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国家间人文外交为例》

16:55-17:10 发言人
闫   肃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数字中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7:10-17:40 问答与评议 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

18:30-19:30 晚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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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7

主题2：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中国社会文化与认同重塑

09:00-10:30     主持人：赵延东 中国人民大学

09:00-09:15 发言人
罗万伟 新纪元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菲律宾中国研究》

09:15-09:30
发言人

任吉特 加德满都大学

《人工智能的可供性与理解中国 ：一项关于尼泊尔青年认知的研究》

09:30-09:45 发言人
安汉斯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人工智能的未来分野 ：中西方差异与 AI 治理“互操作性”的必要性》

09:45-10:00 发言人
阿  林 中国人民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 ：大国与小国的挑战与应对》

10:00-10:30 问答与评议 嵇先白、张   扬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40 中场休息

10:40-12:00     主持人：嵇先白 中国人民大学

10:40-10:55 发言人

陈山松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中国对越“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现状及其优化策略研究——以中国媒体国际在线 

CRI 越南语版为例》

10:55-11:10 发言人
邓梓扬 清华大学

《AI 大模型与文化认同的技术建构 ：从马来西亚华裔社区视角探析》

11:10-11:25 发言人
聪   利 阿米提大学

《利用数字智能 ：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全球影响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11:25-11:40 发言人
曹煜晴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数智时代青年汉学家对全球跨文化思潮的传播、接受及影响》

11:40-12:00 问答与评议 嵇先白、赵延东 中国人民大学

12:00-13:30 午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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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议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汉学人才教育与发展  
（A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516

14:30-16:00     主持人：胡   翔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杜   迪 喀麦隆教育部

《人工智能在喀麦隆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14:45-15:00 发言人 
迪德莫 埃尔吉耶斯大学

《人工智能技术在汉语学习中的应用趋势：以埃尔吉耶斯大学为例》

15:00-15:15 发言人
高   适 尼赫鲁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汉学与文化研究：机遇与挑战》

15:15-15:30
丽   妃 埃尔吉耶斯大学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对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影响：优势与挑战》

15:30-16:0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尹弘飚 香港中文大学

               谢   鑫 中国人民大学

16:00-16:30 中场休息  

16:30-18:00     主持人：李夏德 中国人民大学  

16:30-16:45 发言人 
阮国偲 越南东都大学（线上发言）

《如何实现个性化教学理论：生成式AI的赋能与实践研究》

16:45-17:00 发言人 
潘范妮 华东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玛琅赛伯拉斯玛烈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机遇、挑战与汉语人才培养路径》

17:00-17:30 发言人 
祖   鲁 四川大学

《赞比亚高等教育阶段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启示》

17:30-18:0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程妙婷 深圳大学

               周   详 中国人民大学

18:30-19:30 晚餐 地点：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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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516

09:00-12:00     主持人：周   详 中国人民大学

09:00-09:25 发言人 
李夏德 维也纳大学

《“实事求是”的当代价值：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汉学学者培养的跨文化伦理维度》

09:25-09:50 发言人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尝试用AI做人文研究——以东亚各国文字拼音化进程之比较为例》

09:50-10:15 发言人
尹弘飚 香港中文大学（线上）

《GenAI、后人类世与未来学校》

10:15-10:30 中场休息

10:30-10:50 发言人
杨伟鹏 香港教育大学

《提升教师人工智能教学素养的三阶段迭代法》

10:50-11:10 发言人 
程妙婷 深圳大学

《解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维基因与汉语智慧》

11:10-11:30 发言人 
黄碧云 澳门城市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以AI与VR为桥梁-传承历史文明之美》

11:30-11:50 发言人 
张   勇 浙江大学

《用摄影讲好中非青年交流故事》

11:50-12:00 自由讨论

12:00-13:30 午餐  地点：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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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议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汉学人才教育与发展  
（B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510

14:30-16:10     主持人：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4:50

 
发言人 

宋继华 北京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汉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14:50-15:10

 
发言人 

丁安琪 华东师范大学

《新手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撰写中文教案的实践与启示》

15:10-15:30

 
发言人 

姜   帅 北京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15:30-15:50 发言人
贺  瑶 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教育》

15:50-16:10 自由讨论

16:10-16:30 中场休息  

16:30-18:10     主持人：张大强 深圳大学

16:30-16:50

 
发言人 

陈   默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汉学人才培养的现状、挑战与未来》

16:50-17:10

 
发言人 

包   亮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教育公平风险》

17:10-17:30 发言人 
沈   蔚 南方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口语教学》

17:30-17:50

 
发言人 

朱文汇 南方科技大学

《国际中文语音感知不对称现象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

17:50-18:10 自由讨论  

18:30-19:30 晚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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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510

09:00-10:00     主持人：丁安琪 华东师范大学

09:00-09:15 发言人 
金世嬉 清华大学

《现代汉语介词框架中单音方位词的使用分析》

09:15-09:30 发言人 

潘武俊英 越南外交学院（线上发言）

《基于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汉语教学模式构建——以越南外交学院汉语教

学为例》

09:30-09:45 发言人
安喜乐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斯里兰卡汉学人才培养新路径探索》

09:45-10:00 问答与评议 张大强 深圳大学 ；沈蔚 南方科技大学 ；李倩 华沙大学

10:00-10:30 中场休息  

10:30-11:30     主持人：章欣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45 发言人 

刘庞广、刘佩丝 北京语言大学 & 胡志明市经济与金融大学

《人工智能在国际中文教材文化因素设置的影响——以 Deepseek、ChatGPT 和文

心一言为例》

10:45-11:00 发言人 
鲁   昕、胡琬莹 北京大学 & 中央民族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汉语习得研究》

11:00-11:15 发言人
陈氏虹 胡志明市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

《越南学生学习汉语关联词语偏误分析》

11:15-11:30 问答与评议 包亮 浙江师范大学 ；金振武 韩国彩虹孔子学院 ；李倩 华沙大学

12:00-13:30 午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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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议题 

经典研究与翻译的数字化路径
（A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405

14:30-16:15     主持人：华建光 中国人民大学   

14:30-15:00
主旨发言人

施寒微 欧亚学院

《征服世界还是共享世界 ：人工智能的核心命脉何在》 

15:00-15:15 回应人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张    辉 北京大学

15:15-15:30 自由讨论

15:30-15:45
发言人

西蒙·马哈尼 伦敦大学学院 / 北京大学

《数字时代的文化桥梁 ：古典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影响》

15:45-16:00 发言人
许    喆 韩国釜山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与古籍数字人文国际化思考》

16:00-16:15 自由讨论

16:15-16:30 中场休息

16:30-18:00     主持人：朱翠萍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   

16:30-16:45
发言人

罗伯特·恰德 牛津大学 /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研究领域汉学家如何运用（或不运用）人工智能》

16:45-17:00 发言人
尹汉超 国家图书馆

《基于智慧化的当代海外中国学文献采集与应用——以海外智库中国研究为例》

17:00-17:15 发言人
德    龙 杜伦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图书馆 ：机遇与挑战》

17:15-17:30 发言人
胡    静 柏林国家图书馆

《为汉学创建符合 FAIR 原则的服务 ：“跨亚集成文本库”介绍》

17：30-17:45 发言人
金炳善 韩国学学院

《为小说阅读制作词典——文学作品数字化案例》

17:45-18:00 自由讨论

18:30-19:30 晚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17

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5

09:00-10:30     主持人： 罗伯特·恰德 牛津大学/北京大学

09:00-09:20 主旨发言人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经学 ：重构经典研究的新进路》

09:20-09:40 发言人

华建光 中国人民大学

杨    浩 北京大学

《数智时代的中国早期经典考据》

09:40-10:00 回应人
侯雨濛 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传统武术研究中的档案调解数据实践》

10:00-10:15 回应人 西蒙·马哈尼 伦敦大学学院 / 北京大学

10:15-10:30 中场休息

10:30-11:30     主持人：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45
发言人

阮国生 越南历史研究院

《使用 AI 工具辅助研究课题——以〈大越黎朝郑主对 17 世纪中华政治权力变迁的

动态〉题目为中心》

10:45-11:00 发言人
徐    克 土耳其伊兹密尔大学（线上）

《人工智能与汉学历史研究的认知方式》

11:00-11:15

发言人
卓彤恩 南京大学

《宋徽宗朝避讳考》

11:15-11:30
问答与评议 罗伯特·恰德 牛津大学 / 北京大学

德    龙 杜伦大学

12:00-13:30 午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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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议题 

经典研究与翻译的数字化路径（B组）
主题：中国典籍外译的数字化思考 

承办：《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  外文出版社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 410

14:30—16:20     主持人：胡开敏 外文出版社   

14:30—14:35
发言人 杨牧之 《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

《大中华文库》缘起及特点、组织实施与影响

14:35—14:50
发言人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大中华文库》：中外译者合作的伟大实践

14:50—15:05
发言人 吉   来 安卡拉 HBV 大学

融合传统与科技 ：当代汉学研究中人机协作的潜力？

15:05—15:20 发言人
冯海城 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
中国典籍翻译的三大挑战 ：语言类型、文化语境与韵律

15:20—15:35
发言人 顾   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 ：以曹操两首诗为例

15:35—15:50
发言人 张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北京大学

文明互译互鉴与人类文化共同体问题

15:50—16:20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 ：陆彩荣 《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
              华媛媛 大连外国语大学

16:20—16:35 中场休息

16:35—18:35     主持人：邓颖玲 湖南师范大学   

16:35—16:50
发言人 尹飞舟 湖南师范大学

诸子典籍英译本数据库的宗旨、功能与应用前景

16:50—17:05
发言人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诸子典籍英译图书评介汇编》：世界与中国相互理解的金钥匙

17:05—17:20 发言人
余承法 湖南师范大学
诸子典籍英译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 ：现状、问题与对策

17:20—17:35
发言人 黄   松 《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

新技术条件下古籍外译与编校工作中的重点问题

17:35—17:50
发言人 葛觉智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

古文翻译工作，人工智能什么时候会取代人类？

17:50—18:05 发言人
马予希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人工智能在翻译实践与教育中的作用 ：老舍短篇小说中译塞过程中的人译与机译比较

18:05—18:35 问答与评议
评议人 ：李   岩 《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
              李   周 华沙大学

18:35—19:30 晚  餐 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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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议题    

经济、科技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
（A组）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408

主题：数字经济、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09:30-10:45  主旨演讲          主持人：阎   芳 中国人民大学  

09:30-09:45 发言人
 吕本富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智能体的文明通向何方？》                        

09:45-10:00 发言人
廖芳莉 腾讯战略传播中心总监                           

《AI 技术扩散与中国式科技创新》

10:00-10:15 发言人
 陈红珊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数智时代的公益与文明》

10:15-10:30 发言人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数据意识和数据文化是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10:30-10:45  发言人
 李三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技术变迁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10:45-11:00 发言人
马尔科·塞皮克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经济与国际关系教授

《数字未来与全球权力》

11:00-11:10 中场休息

圆桌论坛
主 题：数字经济视角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11:10-12:00             主持人：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人

洪振挺 清华大学先进智能研究院教授                        

许    可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赵迎迎 深圳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研究部总监                 

罗    茸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武玙璠 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2:00-13:30 午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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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议题 

数字时代的文明互鉴与国际传播
（A组）  

承办：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6月6日（星期五）          地点：宝安院区501

14:30-16:00     主持人：杨洸 深圳大学

14:30-14:45 发言人
吴   飞 浙江大学 

《全球共通 ：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修正》

14:45-15:00 发言人
陈先红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华文化典籍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 以四书五经译本为例》

15:00-15:15 发言人
赵   瑜 浙江大学  

《虚拟机器人对舆论生态的重塑及其治理框架研究》

15:15-15:30
发言人

刘晓程 兰州大学

《走向“对话”：全球南方视角下高校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15:30-15:45 发言人
戴永红 深圳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外认知塑造与国际传播策略》

15:45-16:00 回应与讨论
回应人 ：谷民德 中国人民大学

              罗流沙 圣彼得堡大学

16:00-16:25 中场休息

16:25-18:00     主持人：吴飞 浙江大学

16:25-16:40 发言人
李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

《全球视野下生成式 AI 协同治理体系构建》

16:40-16:55 发言人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

《绘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想象图谱》

16:55-17:10 发言人
梁   海 香港中文大学

《人工智能与文化多元 ：普适性与个性化》

17:10-17:25 发言人
杨   洸 深圳大学

《数字文明视域下人机交互环境中极化的生成机制与应对》

17:25-17:40 发言人
罗流沙 圣彼得堡大学

《当代广东文学一瞥》

17:40-18:00 回应与讨论
回应人 ：范   狄 北京语言大学

              马勊思 新加坡国立大学

18:30-19:30 晚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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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议题 

数字时代的文明互鉴与国际传播
（B组）

主题：西语世界的汉学与传播

6月7日（星期六）             地点：宝安院区501

08:30-10:00     主持人： 毕嘉宏 萨米恩托国立大学

08:30-08:45 发言人
宋安惠 墨西哥学院 （线上）

《唐朝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中韩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

08:45-09:00 发言人
卢   明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

《开放获取与知识共享对阿根廷汉学研究的影响》

09:00-09:15 发言人
闵峰松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 （线上）

《宇宙技术对汉学的影响 ：对当代技术中哲学预设的思考》

09:15-09:30 发言人
曼努埃尔·里韦拉·埃斯皮诺萨 智利天主教大学 （线上）

《大地伦理 ：中国与安第斯宗教传统中对地球的关爱》

09:30-09:45 发言人
何思义 智利天主教大学 （线上）

《智利学术界的汉学研究 ：现状、挑战与前景》

09:45-10:00 问答与评议
金晓文 中国人民大学

马勊思 自由学者

10:00-10:30 中场休息

10:30-11:30     主持人：   金晓文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45 发言人
朱   莉 北京大学 /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弥合鸿沟 ：面向西班牙语世界的中国哲学资源获取、翻译挑战与人工智能的角色》

10:45-11:00 发言人
江爱莲 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大学

《21 世纪西班牙语区汉学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以红学为例》

11:00-11:30 问答与评议
毕嘉宏 萨米恩托国立大学

马勊思 自由学者

12:00-13:30 午  餐 地点 ：宝安院区一楼



22

友情提示 / REMINDER

1. 请与会代表每天佩戴代表证，各会场及宴会厅将凭代表证出入。

 Please wear your conference badge for all meetings and meals.

2. 为保证大会顺利进行，请与会代表严格按照会议手册规定的时间安排活动。

	 Please	follow	the	schedule	of	the	conference	as	specified	in	this	booklet.	

3. 为保持会场安静，请与会代表将手机关闭或调为振动，接电话请至会场外。

	 Turn	off	your	mobile	phones	or	switch	to	silent	mode	while	attending	meetings.	

 Please only use your phone outside of the meeting rooms. 

4. 演讲嘉宾请严格遵守规定的发言时间。

	 Speakers	are	asked	to	keep	their	presentations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limits.

5. 会议期间在会场及酒店均有会务人员，如有任何事宜请与之联系。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conference	staff	or	volunteers	whenever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6. 如有特殊饮食习惯，请提前告知会务组人员。

	 If	you	have	any	special	dietary	needs,	please	inform	the	conference	staff.

7. 请将贵重物品交宾馆保存或随身携带，勿留在房内。

	 We	do	not	advise	you	to	leave	valuables	in	your	hotel	room.	The	hotel	reception	has	a	safe	if	you	are	in	need	of	it.	

8. 请注意会议期间天气预报，保重身体。大会提供医疗支持，身体不适者请及时与会务人员联系。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weather	forecast	during	the	conference.	Medical	support	available	during	the	Conference	time.	

If	you	feel	unwell,	contact	the	conference	staff	immediately.

9. 除会议主办方承诺支付的费用之外，其余费用请自行承担。

	 Please	note	that	any	expenses	not	covered	by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紧急救助 / Emergency Assistance

86 151 2000 8891 (Dr. Zhang)

86 158 1119 1993 (Dr. Mi)

86 151 2000 5129 (Dr. Yao)

迎送电话 / Pick-up/Drop-off Contact

86 15639289780 (Ms. Wang)

住宿酒店 / Hotel

86 755 26338888（安蒂娅美兰酒店 /Anthea Hotel）

ADD: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水库路 108 号

86 755 23008888（深圳登喜路国际大酒店 / Dayhello Hotel）

ADD: 广东省深圳宝安区宝田一路 12 号

医疗电话 / Medical Assistance

86 151 2000 8891 (Dr.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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