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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联合会 2024 年工作报告

2024 年，在孙春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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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取得多项标

志性成果。

一、举办纪念孔子诞辰 257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

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王沪宁出席大会并讲话。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意大利前总理达

莱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多国前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表达了共

同推进人文交流的良好愿望。全球近 110个国家和地区的 730余

位嘉宾参会，围绕“儒学：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主题踊跃交流，

高度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泰叻报（泰国）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做了报道。举办纪念国

际儒联成立 30周年书法展。演出中法艺术家联合创作的《西游》

舞剧。与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

在永久会址大慈延福宫举办“互鉴文明之光”专题展。大会审议

并通过第六届执行机构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章程修改报告，

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理事会理事，审议通过第七届执行委

员会部分理事代表，召开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谋划未

来五年重点工作，开启了国际儒联事业发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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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高端平台。在中法建交 60周

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以及迎接巴黎奥运会之际，在法国巴黎举办

2024和合文明论坛，配套《字里行间——汉字中的文明密码》

展览、《西游》舞剧演出等文化活动，千余名各国嘉宾围绕“文

明多样性与世界和平发展”主题深入交流，成为国际儒联近五年

首次在欧洲开展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参与主办第十届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尼山智慧”。

三、培养汉学青年人才。在贵阳孔学堂举办“汉学青年学者

研习营”，来自 15个国家的 22名外籍青年参营，通过专题讲座、

现场教学、体验研习、交流分享等方式，深入了解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0所知名高校招收外

国留学生来华攻读中国学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并提供全额资助。

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第五期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来

自 29个国家的 40余名青年学者参加。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

办“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由安乐哲副理事长领衔的国

际化教师团队主讲，来自 20余国 70多所院校和机构的 118名学

员参加。

四、举行特色人文交流活动。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在国家大

剧院举办和合新年音乐会和新春书法绘画展，与多国使节及知华

友华人士庆祝新春。派团访问埃及、摩洛哥，拜访当地教育文化

机构，先后在埃及开罗、摩洛哥拉巴特举办中阿人文交流与文明

互鉴系列活动——“中阿传统经典互译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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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图泰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中

阿高校 10+10合作计划”文明对话领域合作启动仪式暨首届“中

阿文明交流互鉴”国际研讨会，中国 45所高校和阿拉伯国家 29

所高校的 118名代表参加。

五、举办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指导或参与主办 2024阳明

心学大会、第三届考亭论坛、2024 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

儒学前沿论坛（2024）：“齐鲁之辨”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

会、“儒学大家谈”之“中国心学的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在

日本福冈举办“心学与东亚近世儒学研讨会”，为学者搭建了优

质的学术交流平台。

六、推进中英文会刊建设。与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合

作，全年共出版《国际儒学（中英文）》4期、《国际儒学研究》

1期。会刊开设“庆祝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三十周年专栏”。

七、开展儒学相关课题研究。组织山东大学研究基地高水平

学术力量系统深入研究国际儒学发展态势，首次推出《大变局下

的世界儒学（2012—2024）》报告。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

氏南宗和孔氏南宗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和“儒学国际传播情况的

区域国别调查研究”并形成阶段性成果。完成“儒学论坛（2023）：

儒道互补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结项验收。出版《传统文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副会长陈来教授的“仁

学本体论”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理论。

八、投身教育等公益事业。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作举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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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西部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修班”，在福建福鼎

举办“2024 乡村（社区）儒学志愿讲师研修班”。在山东曲阜

举办“相约论语·文化中国——世界读书日（孔子诞辰日）人人

读论语”大型公益活动，参与人数达 1300万。携手凤凰卫视推

出《国际儒联讲堂》，邀请王蒙、叶嘉莹、楼宇烈等 6位儒学大

家和文化名人做客讲堂，受众覆盖 16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优质

普及读物。完成《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日文版图书的

翻译和译审工作。完成《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小传》（第二辑）

出版后续工作，向 92家图书馆赠送 500余册。打造“大道知行

讲堂”品牌，运营“大道知行”传播平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赋

能企业发展，全年举办 29场讲座，受众 140万人次。出版发布

《大道知行——国际儒学联合会系列讲座》第二辑、第三辑，向

100余家图书馆和企事业单位赠送图书 3300册。

九、会员工作有力开展。截至 2024年底，会员总数达到 865

个，覆盖 119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新会员和第七届理事证书发放

工作。持续打造“国际儒联之友”会员活动品牌，组织会员走进

贵阳孔学堂。加强与顾问的联络沟通，完成“儒学大家谈”视频

传播平台建设，邀请楼宇烈、张西平等 20位专家学者录制访谈

节目，持续发挥广大顾问学术咨询、建言献策的作用。

十、研究（研修）基地建设扎实推进。揭牌国际儒联贵阳孔

学堂研修基地（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基地总数达到 7个。孙

春兰会长先后到国际儒联山东大学研究基地、曲阜研修基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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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研修基地、南孔研修基地、朱子研修基地考察调研，有力推动

各基地创新发展。

十一、多方合作有效拓展。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故宫

博物院、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机构，新华社、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日报、凤凰卫视等媒

体以及高校密切合作。与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法国展

望与创新基金会、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等友好机构深入交流，

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

十二、自身建设更加完备。完善会议制度，修订形成新版《国

际儒学联合会章程》和 2024版制度汇编。编撰第六届《国际儒

学联合会大事记》。以第七届会员大会为契机，完善了重要活动

材料归档机制。官方网络平台建设有效提升。完成中文门户网站

改版，启用英文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学术品质持续提升。

启动办公区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审核“关口前移”，完成 64个

项目支出情况梳理，建立各项目专项账户。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开展项目库、费用库、标准库“三库”建设，为财务决策提供有

力保障。荣获文旅部 2023年度“优秀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一年来，孙春兰会长与福田康夫理事长精诚合作，两位会领

导保持密切沟通，年内 3次会晤，协商推动大会筹备、组织换届

以及国际儒学研究传播普及等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工作，共同出

席和合文明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第七届会员大会并致辞，

赢得各国嘉宾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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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国际儒联使命宗旨，当前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委员会

的体制机制建设亟待改进，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作用

需进一步发挥，组织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

新的一年，国际儒联将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勇做儒学及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维护者、不同文明对

话的践行者，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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