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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风雨兼程

1983年，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华侨史
研究室成立，“温大侨研”从此开始。
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学者
的辛勤付出。在吴思强、蔡克骄、章志
诚等老一辈涉侨研究学者的组织带领
下，“温大侨研”经历温州师范学院华
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大学华侨华人研究
所、温州大学华侨学院等各个阶段，走
过了四十年风雨历程。

侨研学者在工作中敢想敢干，以
“天黑赶路、天亮进城”的作风和“20
小时响应”的干劲，在华侨华人研究这
一特色领域努力开拓。温州大学原党委
委员、组织部长郑信军谈道，华侨华人
研究致力于服务国家、服务地方、服务
侨胞，聚焦“国家所需、侨界所盼、高
校所想”，对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
挥侨力具有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李明
欢将“温大侨研”四十年发展历程划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之前的开拓期。20 世纪
80年代，许多中国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走向欧洲为华侨华人研究带来新机
遇，华侨华人研究从华工参与十月革
命、勤工俭学运动等历史议题，扩展到
华侨华人社会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人
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华侨华人研究领
域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温大侨研”
进入成长期。华文教育研究、华商研究
等重点领域进入学科视野，华侨华人研
究的“浙江力量”逐步聚合。

第三阶段是 2020 年，温州大学华
侨学院正式成立，温州大学提出建设

“以侨为特色”的高校，“温大侨研”进
入全面发展阶段。借助华侨学院搭建的
多个涉侨研究平台，华侨华人研究资源
继续整合。在人才培养方面，“温大侨
研”成为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一支备受关
注的团体力量，在学术界、政府机构与
社会各界非常活跃。

近年来，“温大侨研”呈现良好发
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温大侨研”
团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 11 项，团队撰
写学术论文 150 余篇、专著 170 余本、
获得采纳的智库报告 100余份。学校先
后获批教育部意大利研究中心、中国华
侨华人研究基地等一批省部级侨研究平
台，设有海内外研究基地 42 个，先后

与50多个国家300多所华文学校建立交
流合作，设立全国首个华侨华人交叉学
科硕士点，创立《华侨华人学研究》集
刊等。

四十年风雨兼程，“温大侨研”仍
在路上。

侨研师友汇聚一堂侨研师友汇聚一堂

在纪念“温大侨研”四十周年之
际，各地侨研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围绕华侨华人研究的前沿问题、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等展开探讨交流。

多位学者强调理论与方法创新在华
侨华人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华侨华人
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张秀明指出：“在华侨华人
研究繁荣发展的整体态势下，我们要注
重不断更新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以适
应时代变化和研究深化要求。”打破学
科壁垒，推动学科互鉴，华侨华人研究
学者针对跨学科发展趋势展开讨论。温
州大学华侨学院副教授赵金伟谈到，基

础学科是交叉学科的前提，交叉学科是
基础学科的深化。华侨华人研究是交叉
学科研究，它依托于中国史、教育学、
经济学、法学等基础学科的扎实积淀，
同时也需要不懈的创新精神。温州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邓纯考认为，相关学
科为华侨华人研究带来不同的研究角度
与 方 法 ， 为 华 侨 华 人 研 究 注 入 发 展
动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在经
济、文化、政治等领域所担当的角色及
其贡献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
一。华侨华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重要
桥梁和纽带，他们促进了不同地区、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合作。赵金伟指出：

“华商已成为驱动多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华
侨华人通过跨国经营、投资等方式，为
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在中国构建双
循环发展格局的当下，如何加强利用华
商资源，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资金、技
术、人才交流，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大
课题。”

海外华侨华人社区在保持传统文化

的同时，不断吸收和融入当地文化，呈
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随着社会变迁和
人口结构变化，海外华侨华人社区正在
不断调整自身。在这种背景下，华侨华
人的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与创新、海外
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挑战等也成为侨研学
者关注的议题。

探寻未来发展方向探寻未来发展方向

站在新起点上，温州大学华侨学院
与各地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们对未来充满
信心与期待。海外华侨华人社区正不断
壮大，华侨华人研究的时代意义凸显。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指出华侨华人
研究未来发展的三个方向：一是加强理
论建设。华侨华人研究要结合党和国家
侨务工作历程以及侨务工作实际，推动
政策研究。二是发挥地域优势。改革开
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展现出鲜明的群
体特征，温州籍侨胞及温州侨乡更是特
色突出。立足本地优势，不断完善落实
研究机制，是把侨情资源转化为研究成
果的重要条件。三是积累学术成果。近
年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学术会议较
多，为学者们搭建了信息交流与成果共
享的平台。华侨华人研究未来要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研究规范，加强机制建
设、队伍建设，鼓励引导更多研究人员
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倪考
梦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未来
的华侨华人研究是与机器智慧共存的学
术研究。互联网络技术应用颠覆了过去
的信息交流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可
能会变革信息生产方式，为学术研究注
入新动能。华侨华人研究要紧跟时代潮
流，让前沿技术为己所用。

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长包含丽谈
道，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今日成果，离不
开多方支持形成合力。交流与协作，一
定会为未来的华侨华人研究拓展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

据悉，“温大侨研 40周年纪念”学
术研讨会由温州大学主办，温州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处、温州大学华侨学院承
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教育学院等联合协办。来自中
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厦门大学、浙江省
侨联、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的
专家与温州大学涉侨研究学者，共计80
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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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侨研4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举办——

共话侨研未来，共绘多彩画卷
本报记者 徐令缘

40 余年前，一颗华侨华人研究的种子在侨乡温州悄然萌
发。几十载岁月中，这颗种子开花结果，从侨教育走向侨研
究、侨文化，取得了富有特色的成果。

日前，“温大侨研4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大学举
办。各地侨研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展开探讨交流，探寻未
来发展方向。

“温大侨研4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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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驻泰国使馆
与泰国玛希隆大学音乐学院合
作举办的“欢庆之声——2024
欢乐春节音乐会”在玛希隆王
子音乐厅举行，为迎接中国农
历龙年的到来奏响“中泰一家
亲”的序曲。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与
国际奥委会委员、泰国爱乐乐
团董事会主席坤莹帕塔玛，玛
希隆大学副校长库查坎，音乐
学院院长那荣等出席音乐会并
致辞。来自泰国多所高等院校
的师生，中国文化和传统音乐
爱好者，在泰华侨华人等千余
人齐聚一堂，共襄音乐盛宴。

韩志强表示，“欢乐春节”品
牌活动在泰已走过20年历程，泰
国诗琳通公主等王室成员关注，
各界民众广泛参与。“欢乐春节”
如此深入人心，得益于春节所包
含的“团圆幸福、和谐安宁”理
念，更因“中泰一家亲”的特殊情
谊。音乐会拉开2024年泰国“欢
乐春节”系列活动序幕，也为年
度中泰各领域友好合作唱响开
门红。

帕塔玛表示，玛希隆大学
音乐学院与中国大使馆近年来
合作密切，友谊历久弥坚。春
节 是 泰 中 两 国 重 要 的 文 化 纽
带，此次双方合作举办“欢乐
春节”主题音乐会，旨在通过
音乐媒介，呈现泰中文化一家
亲的特殊情谊，进一步促进泰
中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心
灵相通。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师生
组成的翡翠筝团与玛希隆交响
乐团同台演绎了 《高山流水》

《梁祝》《梦回临安》 等经典及新创编的曲目，
尽显中国传统音乐与创新结合魅力。

音乐会在两国传统乐器联合呈现的 《春节
序曲》 中落下帷幕，现场观众深深沉浸在喜庆
祥和的氛围中。

演出结束后，韩志强大使向泰方嘉宾赠送了
2024“欢乐春节”龙年吉祥物，并致新春祝福。

泰国是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历史最长、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此次音乐会是2024年泰
国“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中泰双方将在全泰
范围内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据中新网）

中
泰
音
乐
家
联
袂
奏
响
欢
乐
春
节
序
曲

李
映
民

熊
若
雅

编织草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
自古流传的一项独特民间技艺。草
龙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草龙以糯禾秆为主要材
料 ， 辅 以 竹 木 做 支 架 ， 采 用 编 、
插、嵌、剔、镂等十多种工艺，做
工精细，惟妙惟肖。

广南村有舞草龙贺新春的传统
习俗。每年春节前夕，当地非遗传
承人都会带领侗族民众一起扎草
龙，为春节期间举行草龙拜年祈
福、正月龙灯会、村晚等民俗活动
做准备。

上图：侗族村民在装饰“龙头”。
左图：侗族村民在练习舞草龙。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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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音乐会现场。 中国驻泰国使馆供图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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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貌
“全球化加快了多种文化相互

融合，影响着现代城市的建筑风
格。这向我们提出新问题：在建筑
设计中，如何借助科技力量让生活
更加舒适，同时表达出独特的人文
属性呢？”旅居英国的建筑师吴少
柏说。

2011 年，吴少柏前往英国纽
卡斯尔，开始接触建筑专业。十几
年间，吴少柏担任过大型建筑事务
所的设计师，也做过项目的管理
者。在他看来，绿色环保和可持续
发 展 议 题 是 建 筑 领 域 的 “ 老 朋
友”，应用技术手段回应可持续发
展的设计需求已成为一种趋势。

福斯特建筑事务所以“高技
派”著称，卡塔尔卢塞尔体育场是
事务所的代表性成果，体现科技与
生态相结合的设计理念。“设计卢
塞尔体育场等项目时，设计师首先
要应用科学工具对建筑所处环境进
行分析，再搭建设计策略，看运用
何种技术和材料来满足日照、通风
等需求。”吴少柏说。

科技与生态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影响了不少华人设计师，吴少柏是
其中之一。在中国的项目设计中，
他延续了这一思路。设计上海的一
栋办公楼时，吴少柏使用了不同深
度和方向的遮光器来满足不同时间
段的采光需求，并为办公人员提供
更好的视野。

除了回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建
筑领域也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人类
居住的安全问题。

日本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
所设计师王国懿告诉记者，日本地

震灾害频发，这让设计师更加注重
建筑的防灾减灾设计。中国和日本
都对韧性建筑等防灾建筑有较多研
究，值得开展深入交流。

“近几年，参数化设计在中国
发展迅速。建筑信息模型可以帮助
设计师达成设计与施工过程中的协
同工作，技术发展愈加成熟。”王
国懿说，在建筑领域，中日两国的
思考方式不同，技术发展侧重点也
不同。两国设计师可以结成技术

“拍档”，加强交流，互相学习。
王国懿认为，建筑设计不是“炫

技”，设计师应当用设计智慧满足百
姓对住宅的需求。譬如，成熟的通
风系统等建筑设备可以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实现这一点，需要建筑
行业上、中、下游的共同努力。

“中国的阴阳平衡观得到很多
西方设计师的认同。这一观念体现
在设计中，表现为注重建筑和环境
的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平衡、利用
率与舒适度的平衡等。”吴少柏举
例说，在一个社区内，聚居区密度
增加可以提升居住效率，密度降低
可以更好实现娱乐休闲功能，密度
关系的平衡能够提高人们生活的舒
适性。

此外，视觉美感是设计师的重
要考量方面。吴少柏说，越来越多
的设计师意识到建筑设计融入当地
文化的重要性，同质化的楼宇消耗
着人们的审美耐心。

“建筑师需要了解城市的人文
风貌，并以此来指导建筑设计。当
地文化会为建筑设计注入更多活
力。”吴少柏说。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