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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CASS）首次合作獲得成功。雙

方經過將近一年的籌備，「全球

華文學術名刊高峰論壇」於本月

二十一日在溫哥華 SFU 林思齊國

際交流中心舉行。中國社科院派

出以《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

總編輯餘新華率領的五人代表

團，同時，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科

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期刊單位，

連同來自台灣清華大學、澳門理

工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

學術期刊負責人，以及美國和加

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二十餘位專

家和學者，在會上圍繞「學術期

刊評價的全球視野」發表論文並

展開討論。

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中國

最高級的研究機構，其與國外文

化機構的合作程度，成為中國改

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觀察視窗。中

國社科院派團如期參加與文更的

合作會議，吸引了多家媒體注

意，派員進行了採訪。尤其今年

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及其學術刊

物《文化中國》創辦二十周年。

二十年來，文更開展了一系同中

國大陸和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華

人學術界的交流活動，除先後兩

次舉辦「文明衝突與文化中國」

國際研討會外，還先後與中國高

等院校聯合主辦了城市文化、傳

播文化等學術論壇，與中國同行

在面臨經濟大潮中共同探討如何

持守學術心態、加強文化交流、

促進文明建設等問題。中國社科

院的代表，以及參會的其他代 

表，都表示進一步了解了文更的

使命和工作成效。同中國社科院

合辦這次會議的成功，說明中國

對文更事工的肯定，增強了雙方

的信任，對今後進一步拓展文更

在中國的事工具有正面的意義。

「全球華文學術期刊高峰論

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發

起創辦的高層次學術期刊交流平

台。它的前身是由中國社會科學

雜誌社發起並舉辦的「兩岸四

地學術名刊高層論壇」，分別從

2008 年至 2011 年在黑龍江、澳

門、台灣、香港等地舉行。2012

年和在莫斯科召開了首屆「世界

華文學術名刊高層論壇」，2013

年在悉尼召開了第二屆「世界華

文學術名刊高層論壇」。這次舉

行的是第三屆，以「學術期刊評

價的全球視野」為主題下，將從

歷史和現狀討論華文學術期刊與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

在新的傳播技術形勢下學術期刊

的生態、困境與前景，以及學術

期刊的評價系統和標準等問題。

《文化中國》與 中國社科院 合作

世界華文學術名刊 會議舉行
         

	 	 	 子夜‧《文化中國》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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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的代表，對文更從事會

務的團隊精神和工作效率，表示

了高度的贊賞。會議期間，向參

會代表發放了《文化中國》印刷

版和電子版取向問卷調查，印刷

版及電子版有 9位要 2 種版本都

要，4 位要印刷版，5 位只要電

子版。為我們今後的出版更好的

定位。

訪談摘要：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顧問王

正平教授說：會議非常成功。各

位主編的學術見解視角多樣，有

許多真知灼見，給人啟示，有利

高端學術期刊互相促進。《文化

中國》自創刊以來學術質量不斷

提高，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有很高

的學術聲譽，影響不擴大。希望

再接再勵，更上一層樓。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

麻秋平表示：有感文化更新研究

中心對「文化更新運動」及《文

化中國》的理想的堅持。深感文

化更新人對祖國歷史、文化及人

民的深愛。

《吉林大學莊會科學學報》主

編劉文山表示：本次會議非常好，

讓我們瞭解國外華文期刊的現狀

和發展前景，促進海內外華文期

刊之間的交流。文化更新研究中

心的工作很有意義，我非常願意

與貴中心保持聯繫和交流。希望

擴大在中國大陸的宣傳、推薦，

讓更多的學者認識和瞭解《文化

中國》並成為其讀者和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主任

李樹民表示：深感會議成果之豐

碩！建議《文化中國》文章更關

注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的演進及現

狀，也可更關注中西學術交流的

新進展類思想的傳，畢竟貴刊擁

有橫跨中西的優勢。如此，善莫

大焉！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副主編

余新華：很高興我們結識了加拿

大文化更新中心的同仁。中心和

他們所辦的《文化中國》這個雜

誌已經二十週年了。在這樣的一

個地方辦這樣一個文化中心，辦

這樣一個刊物，堅持二十年，我

們非常地感佩。這也證明說明這

次我們和文化中心的合作，這個

選擇是對的。我們期待以後更多

地交流、合作，共同把華文世界

的學術，華文世界的人文精神，

進一步的推廣到世界。顯示出中

國文化、促進世界文明多彩多姿

的發展，這樣是很有重意的。

《 華 夏 學 術 》(ECNU Review)

主編高瑞泉：講起來和《文化中

國》和文化更新中心創始人梁燕

城博士，我覺得我們也是老朋友

了。在海外的這樣的一個機構，

梁博士這樣一個有比較深的學術

背景，同時又是從事社會活動的

人物，從事文化的活動，我覺得

非常有意義。而且後堅持二十年，

把這工作做到扶貧，慈善工作，

這個文化更新慈善工作，社會活

動，學術交流，這些都結合起來，

真的非常有意義。我也祝願《文

化中國》以後越辦越好。

訂閱《文化中國》季刊，

請到文更網站或與同工聯絡

電話：1-604-435-5486

網頁：www.crrs.org/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