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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本月大事

讲座速递

国际交流

2019 年 3 月 20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讲

座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吴洪英研究员以“从

委内瑞拉危机看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为主题，给同学们带来了一

场学术讲座。 吴研究员对拉美历史与现状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已发

表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是国内知名的拉美问题研究专家。

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设立于 2018 年，学科强调以

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系统地收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的资料和信息，研究相关国

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宗教发展与影响、历史演变进程、

语言文学艺术等课题。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系统、深

入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的高素质研究人才。要求学生通过文献阅

读、境外学习经历、学术交流等活动充分掌握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

的前沿研究成果与动态。倡导研究生利用各种学术资源，开展海外

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国内外图书馆收集资料等活动，提升第一手

研究资料的获得能力。本次讲座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讲座的

第一讲，今后还将举办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

3 月 28 日下午，应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德国

驻华大使葛策博士（Dr. Clemens von Goetze）访问北京

大学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邱水

平，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在临湖轩会见葛策一行。

葛策发表了题为“展望改革开放第五个十年的德中关

系”的主旨演讲。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主持此次活动，

演讲结束后，葛策与北大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互动。

此次演讲为“大学堂·北大讲坛”之“中外大使系列”

第一讲。

 3 月 25 日上午 10：00-12：00，法语系在新楼

501 会议室举办了“乌利波”法语写作工作坊。

乌利波（ OuLiPo ）是法国现代著名文学团体，意

为“潜在文学工作坊”，1961 年在法国巴黎由著名作家

雷蒙 • 格诺发起。乔治 • 佩莱克、雅克 • 卢波等人都

是其中的佼佼者，享誉世界，是法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必

提的重要文学潮流。本次工作坊法语系邀请到了贝尔纳 •

塞克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先生来主导，由法语

系董强教授主持。法国驻华使馆语言专员 Jacqueline 

Plessis 女士陪同参与了工作坊全程。

3 月 20 日，西亚系波斯语言文化专业师生应邀参加了伊朗

驻华使馆文化处举办的庆祝伊朗新年茶话会。伊朗使馆新任文化

参赞阿巴斯阿里 • 瓦法伊先生出席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波斯语教研室王一丹老师首先作为学者代表发言。波斯语教

研室刘英军老师代表波斯语专业发言。波斯语专业全体在校生登

台献唱一首波斯语歌曲，并朗诵一首哈菲兹的古典抒情诗，歌颂

春天的到来。

 2019 年 1 月 20 日—2 月 1 日，东南亚系缅甸语专业退休

教师汪大年教授应邀对缅甸仰光大学进行学术访问。访缅期间，

汪大年教授在仰光大学做了两场题为《汉藏语系研究中缅甸语的

重要性》和《缅甸语方言研究之我见》的专题学术讲座，来自缅

甸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委员吴通丁教授和多位资深委员、仰光

大学副校长吴昂敏教授、仰光大学缅文系师生、仰光外国语大学

缅文系师生一百多人聆听了报告。

美籍缅裔语言学家吴梭通教授和在韩国任客座教授的哥雷

博士也专程从国外前来聆听讲座。汪大年教授和与会学者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缅甸专家学者对汪大年教授的研究和讲座给

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汪大年教授基于汉语母语背景和对缅甸语的

熟稔程度而进行的汉语 -- 缅甸语的对比研究是他们难以达到的

高度，汪大年教授对缅甸语和汉语的关系词的梳理让中缅之间的

“胞波情谊”不再是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是有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