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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联合会 2022 年工作报告

2022 年，在刘延东会长和福田康夫理事长带领下，在各国

会员、理事、顾问共同努力下，国际儒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

儒联）围绕“升级、转型、拓展、创新”目标积极探索，各项事

业取得了新成绩，迈上了新台阶。

一、推动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第三届

“和合文明论坛”，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德国、英

国、印度、斯洛文尼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围绕“和

合共生·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主题深入研讨交流。论坛成果丰

硕，为激活古老文明理念的当代价值，促进数字文明时代的交流

互鉴，推动形成共生、共享、共赢的数字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与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共同主办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研

讨关于人类文明多样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政要、文化精英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共同

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尼山智慧”。承办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

明：多元共生，面向未来”分论坛，为促进多元文明互学互鉴发

出国际儒联声音。在日本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主办《掬水月在手》

首映式，并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举办第二届“汉学青年学

者研习营”，来自 18个国家的优秀汉学青年学者深入浙江绍兴、

衢州，通过实地考察、体验、学习、研究，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

和当代中国的理解，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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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注入了全新动力，为培育优秀汉学人才、

拓展人文交流渠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人民相知相亲搭建了平

台桥梁。凤凰卫视全程跟踪，制作两期《近观中国》节目。启动

推进“国际儒联学者计划硕士项目”，依托清华、人大、北师大、

浙大、复旦等 7所重点高校，首次面向全球招收 16名优秀学生

来华攻读中国学相关专业。举办“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

2022”活动，邀请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43名青年学者线上体

验中华文化的哲学内核及其博大精深的智慧结晶。参与迪拜世博

会，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公司制作《中华文明 可爱中

国》视频短片，并于 2022年春节期间在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播放，

向世界各地游客介绍中华文明。与中国—东盟中心、国家大剧院

共同举办“和合迎新春音乐会”，展出“和合迎新春楹联展”。切

实发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作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合作正式出版发行《培养跨文化能力手册：故事圈》中文版，

提出培养跨文化能力方法论，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提

供了有益借鉴。

二、深化学术合作。与清华大学合作继续办好《国际儒学（中

英文）》期刊，全年发刊 4期，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持续提升，

品牌影响力初步显现。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国际儒学研究》

（英文），并举行“首期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

等举办“2022阳明心学大会”；与绍兴市人民政府举办“王阳明

诞辰 550周年纪念暨阳明故里开放仪式”；与中华文化学院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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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黄河文明论坛”；与衢州市、浙江省儒学学会举办“儒学

大家谈——南孔家风家训思想研讨会”；与清华大学举办“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论坛”；与华东师范

大学举办“2022年太湖论学—儒学与文明互鉴研究学术研讨会”

等，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获批两项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

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

三、加强文化传承创新与全球传播。围绕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五个方

面重要启示，与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正式出版“典亮世界丛

书”，丛书共 15册，300余万字。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委托设计制作大慈延福宫永久会址专题展示；委托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公司制作国际儒联中英文宣传片；与北京语

言大学译研网合作推进国际儒联中文网站改版升级、英文网站建

设；做好国际儒联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合

作，设计制作具有国际儒联特色和文化标识的系列文创产品。推

进《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二辑）出版工作，并拍

摄制作顾问访谈录；继续策划出版《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完成

第二辑选题策划、组稿和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

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作举办

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校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修班”，来自

中西部省份的 72名中小学校长踊跃报名，积极参加。举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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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知行讲堂”等系列讲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企业发展。

继续大力支持马兰小学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筹备举办“2022

年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和“诗润心灵，温柔敦厚——2022 年

诗教研讨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和合

迎冬奥”冠军诗词吟诵与书法作品展；与凤凰卫视合作，创设“和

合讲堂（国际儒联讲堂）”。优化曲阜研修基地、山东大学研究基

地建设，在衢州、绍兴分别设立南孔研修基地、阳明研修基地，

持续推进各研究（研修）基地的协调联动和互动交流。

五、优化顾问和会员联络服务。持续加强与顾问的交流沟通。

听取意见建议，切实发挥顾问学术咨询、建言献策、资源协调互

通等作用。稳步推进会员发展、联络和服务工作。完成国际儒联

会员管理系统建设。打造“国际儒联之友”品牌，举办“中韩会

员对话会”“新年恳谈会”，筹备召开“儒学研究与传播研讨会暨

团体会员交流会”“会员读书会”等会员对话交流活动；走访部

分会员和相关机构，了解团体会员需求和意见建议。

六、推进内部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持续推进内部建设，聚

焦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推进永久会址

建设。做好《国际儒学联合会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贯

彻执行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制度汇编》修订完善工作。完成民政

部社会组织 2021年年检、2022年社会组织抽查审计、年度审计

等工作。加强项目管理，组织召开 2022年国际儒联项目立项专

家评审会。



5

2022 年，国际儒联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还存在一些

差距和不足，如国际人文合作交流渠道有待拓展，协同国内外各

界力量有待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亟需提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

别咨商地位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统筹高效、资源联动的工作机

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展望未来，国际儒学联合会将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搭建促进

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展示不同文明优长的高端平台，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