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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中心执行主任刘成富教授作“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 

5 月 11 日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成富教授应邀做客华中农业大学外国

语学院第 165 期外语论坛·专家论道，线上作题为“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的讲

座。讲座该学院国别与区域暨世界农业文化研究中心举办，耿云冬副教授主持。 

长期以来，非洲是个被妖魔化的大陆，贫穷、落后、愚昧成了其代名词。刘

成富借助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以及塞内加尔总统、

诗人桑戈尔的作品，重塑了非洲形象——自由、美好、充满希望。结合自己的畅

销译著《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一书，刘成富回望了 8 世纪至 15 世纪非洲人

民的生存状况、医疗水平和对外交流情况，让听众对非洲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刘成富倡导文化平视，引导大家摆脱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懒惰、愚昧，

还非洲人民一个公道。他细致剖析了造成非洲贫穷的多重致因，特别是“贩卖黑

奴”“三角贸易”和“殖民侵略”。以塞内加尔戈雷岛（亦称“奴隶岛”）为例，

刘成富深刻揭示了三角贸易中西方强国对非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结合自己在南京大学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刘成富特别论及了外语人如

何参与非洲研究，如何开拓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从语言、文学、文化的角度切入

非洲研究。他倡导学界采取平视的角度看待非洲文化，不能掉进西方国家的话语

圈套，文化理应是平等的，并没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 

讲座最后，刘成富就非洲宗教信仰、非洲繁荣进路、全球视角与问题导向的

非洲研究、非洲疫病文学书写等问题，与听众做了互动交流。 

 

 

 

 

 

 



【学术动态】刘成富教授参加“张柏然翻译思想与当代译学建设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我国译学发展的自主性日益凸显，立足世界译学的宏阔视域、

践行中国本位的译学研究已成为国内译学同仁的基本共识。5 月 21 日，值我国

资深双语词典编纂家与翻译家张柏然先生逝世 5 周年之际，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主办、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承办的“张柏然翻译思想与当代译学建设学术研讨

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张柏然翻

译思想与当代中国译学建设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研讨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高方教授主持。在开幕式致辞

中，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吴俊教授表示，张柏然先生立足中国本位，对中西理论生

发逻辑进行意义重释与价值重构，其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对于中国整个人文社科研

究都有借鉴意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指出，张柏然先生的翻译思想源自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前瞻性、开创性、包容性的特点，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

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刘成富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翻译学科

面临着蓬勃发展的契机，我们需要传承张柏然先生等前辈的学术基业，同时应积

极回应国家战略，促使翻译事业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四川外国语

大学副校长祝朝伟教授强调了张柏然翻译思想兼收并蓄的特点及其对当下中国

译学建设的启示意义。最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何宁教授提出，进一步发

扬光大张柏然先生的翻译思想与学术精神是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创新探索进程中

的应有之义。 

    在随后的主旨发言环节中，6 位来自不同高校的知名学者围绕张柏然翻译思

想与译学理论话语创新做了精彩报告。主旨发言分别由何宁教授、刘成富教授和

曹丹红教授主持。本次研讨会还举行了《张柏然翻译思想研究》新书发布式和圆

桌论坛，分别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云虹教授与魏向清教授主持。在新书发布

环节，该书主编之一、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介绍了《张柏然翻译思想

研究》研编的缘起与始末，阐发了该书对张柏然翻译思想研究与中国译学建设的

重要意义。在圆桌论坛环节，《江苏外语教学研究》主编吴文智研究员、兰州城

市学院副校长姜秋霞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刘华文教授、南京财经大学肖辉教授、

南京大学杨柳教授、中北大学张思洁教授、同济大学许文胜教授、南通大学严晓

江教授、鲁东大学于德英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范祥涛教授、东南大学高圣兵



教授、南京理工大学赵雪琴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秦文华副教授等嘉宾依次发言，

共话张柏然翻译思想的传统与传承。 

    随后，线上线下与会专家学者在 4 个分论坛开展交流，涉及中国特色译学建

设与理论创新、中国文学与典籍的译介与传播、翻译人才培养、多领域翻译实践

与技术探索等多个议题，近 50 名学者进行了研究成果展示，数百名师生线上参

与或观看了分论坛讨论。 

 

 

【学术动态】刘成富教授参加第四届“波兰周”面向国家战略的外语学科发展

高端学术论坛 

5 月 21-22 日，由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主办，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波兰研究中心”、宁波市阳明文

化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基地承办的第四届“波兰周”——面向国家战略的外语学科

发展高端学术论坛在波兰研究中心成功举行，来自全国 36 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

及师生嘉宾参会。 

5 月 21 日上午，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胡征宇、国际交流合作处相关

负责人、外国语学院全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系部主任和骨干教师出席了线下主

会场，1700 余位来自 36 所高校的特邀专家和参会嘉宾在 4 个线上联播群参加了

开幕式。会议荣幸地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杨枫教授、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雷蕾教授共五

位国内权威专家做大会主旨报告。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



西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

体育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 36 所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师生嘉宾在线

上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开幕式由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国别

和区域研究中心波兰研究中心主任胡洁教授主持。 

在开幕式上，胡征宇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详细介绍了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和波兰研究中心的概况，对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

高校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宣布论坛正式开幕。他还指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提升外语学科服务“国之大者”的

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外语学科大有可为。 

外国语学院院长胡洁致辞，她介绍了本次面向国家战略的外语学科发展高端

学术论坛召开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大会主旨报告专家的情况。她指出，本次论坛

的 5 个主旨报告按照发言顺序可以凝炼为“五个坚持”：坚持国家战略地位、牢

铸外语话语权；坚持外语专业建设，积极创新多面改革；坚持国家意识构建，贡

献世界知识体系；坚持国家语言能力，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坚持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数字人文研究。 

本次会议历时两天，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共同聚焦外语学科建设前沿问题，

以创新思维、打开视角、启迪灵感为宗旨，共同探索中国外语学科建设与变革方

略。参会嘉宾中，既有富有学养的资深专家，也有勇于探索的学术新锐，大家积

极贡献了富有深度的研究。5 位大会主旨报告专家就国际传播、国家意识、发展

方略、学科改革和交叉融合等方面内容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大会主旨发言。另外，

来自 6 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学生线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凸显

外语人才培养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