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举办建院 10周年庆 

暨同济大学合作孔院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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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樱美林大学孔子学

院建院10周年纪念庆典在樱美林大

学多摩校区隆重举行。 

继樱美林大学理事长、樱美林

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佐藤东洋士热

情洋溢的开幕词后，会场播放了孔

子学院总部总干事、中国国家汉办

主任许琳来自北京的视频。许主任

情真意切的祝贺、如数家珍的回顾、

鼓舞人心的展望，给所有与会者带

来了温暖与激动。中国驻日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胡志平代读了程永华大

使的贺词，并代表使馆教育处讲话。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代表同济大学

致词并谈了进一步发展孔院事业的

若干思考（本刊 2-4 版将全文登载

讲话稿）。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

审议官松尾泰树在致词中充分肯定

了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绩，认

为孔子学院给日本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相模原市副市长小星敏行、高

岛市市长福井正明（富永雄教教育

长代理出席）、日本孔子学院协议会

代表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西園

寺一晃相继致辞。樱美林大学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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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陆俭明教授和马真教授、大阪大

学古川裕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孟

柱亿教授、樱美林大学张猛特任教

授，在樱美林大学杨光俊教授的主

持下，就“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

基本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最后，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向与会

者呈上了文艺汇报演出，京剧《拾

玉镯》、二胡演奏及中国歌曲演唱，

为庆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0 月 24 日-25 日，“第二届同

济大学合作孔院联席会议”在樱美

林大学研修所召开。同济大学、德

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韩国

庆熙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佛罗伦

萨大学孔子学院与樱美林大学孔子

学院的同仁们聚集一堂。同济大学

副校长江波做了主旨讲话。会议的

主题是“如何整合同济大学合作孔

院的资源，推进孔院事业的发展”。

各孔院深入交流了成功经验，共享

彼此的资源信息。同济大学表示会

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与配合各孔院

的活动。经过两天的深入讨论，商

定了一系列具体合作项目。（林清） 

学院院长杨光俊图文并茂地做了题

为“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10年足迹”

的汇报。杨光俊院长说：“回望 10

年，我们大致孜孜不倦地做了两件

事。一是帮助更多的日本学生、日

本朋友学习了汉语，学好了汉语。

二是帮助更多的中日民众了解了真

实的对方，使更多的日本朋友交上

了中国朋友，更多的中国朋友交上

了日本朋友。”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做

了题为“寄语日中未来”的基调讲

演，讲演中白西理事长强调了中日

友好的重要性，期待孔子学院为促

进中日民间友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午举行了主题为“孔子学院

如何服务于大学”的中日大学校长

论坛。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樱美

林大学校长三谷高康、北陆大学理

事长兼校长小倉勤、工学院大学校

长佐藤光史、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

衔参赞胡志平，在樱美林大学孔子

学院名誉院长光田明正的主持下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举办了“汉

语与汉语教学”学者论坛。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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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佐藤东洋士理事长、胡志

平公使衔参赞、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

审议官松尾泰树先生、相模原市副市

长小星敏行先生， 

尊敬的同事们、嘉宾们，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我与我同事十分高兴地在这个

充满收获喜悦的秋季，来到美丽的樱

美林大学访问。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由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直

接支持和领导、由同济大学与樱美林

大学共同建设的“樱美林大学孔子学

院”成立十周年了！我们荣幸地代表

同济大学与大家共聚一起，欢庆这个

节日。 

首先我谨代表同济大学对于樱

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在过去十年中取

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向樱美林大学对孔子学院

的工作以及对我们两校的合作给予

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孔子学

院总部（特别是我的尊敬的朋友许琳

总干事和她的优秀团队）、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以及各相关方面对樱美林

大学孔子学院和我们两校的合作给

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和深深

的敬意！感谢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社会各界的热情相助！参加今天庆祝

活动的还有另外 3 个与同济大学合

作举办孔子学院的同事们，还有来自

日本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的同事 

 

 

 

 

 

们，我也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诚挚的

感谢和敬意。 

刚才佐藤理事长讲，他最喜欢

“老朋友”这个词，我想中文字还有

一个词，叫做“缘分”。我本人今天

也特别高兴，因为我本人与樱美林大

学和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与佐藤理

事长也有一些渊源。我 2004 年下半

年在完成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

馆工作后回到中国教育部，被任命为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副司长，

我的职责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支持汉

语推广和孔子学院建设工作，支持国

家汉办工作。我记得 2005 年时，樱

美林大学通过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的李东翔公使衔参赞联系到国际

司、我和国家汉办，希望加快正式建

设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我记得当时

是我正式签发了回复李东翔公使的

电文。2005 年年底，我又被教育部

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任命为该

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当时在交流协会

重点开展的一项活动，就是与樱美林

大学开展的年度高等教育论坛。佐藤

理事长每次亲自莅临指导。我当时没

有想到的是，若干年以后，我自己有

机会到同济大学工作，有机会分管同

济大学的孔子学院的工作，并有机会

为同济大学与樱美林大学合作的孔

子学院直接服务。这确实是我与樱美

林大学和樱美林孔院的缘分所定的。 

十年前，按照建设孔子学院的方

针和规章，樱美林大学与中国国家汉

办和同济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建立了

日本关东地区首家孔子学院——樱

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十年来，樱美林

孔院在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领

域取得了骄人成绩，组织和举办了形

式丰富多样、参与人数众多的教学和

交流等活动，涉及汉语课程教学、汉

语与中国文化研究、青少年交流与文 

 

 

 

 

 

化交流、社区服务等许多方面，积极

推介中国文化，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

友好交流，有的活动如“全日本青少

年汉语卡拉 OK 大赛”已经成为知名

品牌项目，直接受益者近 12万人次。

2010 年底，樱美林孔院当之无愧地

获得“先进孔子学院”荣誉称号。作

为由孔子学院总部批准和高度信任

的樱美林大学的合作方同济大学，我

们为樱美林孔院的成功感到非常自

豪，我们认为樱美林孔院是全球约

1500 所孔子学院和学堂中最鲜艳美

丽的花朵之一
①
。 

“喝水不忘掘井人”。在庆祝樱

美林孔院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由衷

敬佩和感谢十年前做出决定的和十

年来为樱美林孔院辛勤付出的中国

和日本各方的同仁们（有的今天在座，

有的今天没有在座）。谢谢你们为促

进文化知识传播、人民心灵沟通倾注

的大量热情和心血！我们特别感谢佐

藤理事长和他的团队！我也特别感谢

我的朋友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女士

和她的团队！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

济大学的同事们和中国的汉语教师

与教师志愿者！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十

年来的各位老师们、学员们、同学们！ 

尊敬的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知道，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增

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

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

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

界贡献力量。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指

出
②
，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

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通

过交流互鉴和创造性发展，使之在当

今世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全球孔子

学院建设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

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

地、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连接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纽带，是中国为世

直待凌云始道高 

热烈祝贺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7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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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平与国际合作而不懈努力的象

征。孔子学院架起了一座座中外语言

文化沟通理解的桥梁，形成了共建、

共有、共管、共享的国际教育交流合

作体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

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心灵沟通、推动世

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国人民

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

重要作用。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

于世界。 

建设好肩负这样崇高使命的孔

子学院，必须要有心心相印、相知相

识的合作伙伴。一般认为，过去的十

年是双方互相适应、寻找共同语言的

阶段，这个共同语言，就是大家对于

传播汉语、传播中华文化的兴趣。但

我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看法。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同

济大学与樱美林大学就是这样的知

心合作伙伴。当我阅读两个学校建校

和发展的历史时，我发现我们具有何

其相似的“修身、家国、天下”的情

怀精神！贵校有“爱邻如己”、“学

而事人”、“国际精神”的教育理念，

我校有“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同济天下”的教育理念！源于这样

的认知和对孔子学院历史使命的认

识，我们成为了知己伙伴。同济大学

是一所百年老校，明年迎来 110 周年，

目前正在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

的世界一流大学”。 

十年来，同济大学与樱美林大学

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谊和信任，我们从

相识到相知到知己！千金易得，知己

难求。两校结下的这颗真心的果子，

不仅已经成为十年间来往于樱美林

与同济间的师生们的财富，也是两校

所有师生的财富，是中日两国文化交

流的财富，是孔子学院精神的果实。

十年来，同济大学一直将与樱美林大

学的合作视为我们国际校际合作的

典范。我们共同举办的活动，就是我

们这份知心的心跳律动；我们共同开

展的工作，就是我们两颗爱心的无私

奉献；我们共同的开拓创新，就是我

们用心铸造的一个一个经典！ 

中国唐朝的诗歌之所以能流芳

后世，不断传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诗歌出自于诗人的心灵。有

一首题为《小松》的小诗这样唱道：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③
。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

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

“凌云”的苗头。“十年树木”，樱美

林孔子学院已经不是刚刚破土而出

的“小松”了，而是已经成为一棵具

有凌云壮志、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树

木了。 

今天在献上我对樱美林孔院深

深祝福的同时，从我们两个大学按照

今后孔子学院发展目标要求进一步

加强合作的角度，请允许我向大家汇

报我的几点思考，求教于大家。主要

的问题是：是如何在过去的成绩的基

础上，结合当前的形势，更加充满信

心地面向未来，争取实现孔子学院的

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各

位理事、院长、教师和其他同事对此

更有发言权。 

一、首先我想，发展好孔子学院

的事业，一定要牢记孔子学院的宗旨

和主要职能
④
。 

确实，孔子学院的建设取得的成

绩是主要的。但对照更高要求的孔子

学院发展目标，我感到在形象和品牌

建设、传播理念和方式、师资和管理

队伍、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对各种“中

国论”的增信释疑等方面，还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中国国务

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

刘延东曾多次指出了面向未来的孔

子学院建设，要“加快推进本土化”、

“强化质量建设”、“拓展人文交流”、

“创新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共赢”

等方面的要求
⑤
。同济大学将一如既

往地与樱美林大学合作，使孔院办学

水平不断提升，运行模式日益健全，

吸引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并提供

具有示范性的积极经验和成果。 

第二，我想，在樱美林孔子学院

十年发展的合作基础上，我们两个学

校的合作是不是可以步子迈得更大

些？ 

同济大学与樱美林大学的合作

已经有了共同语言和信任基础，现在

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合作阶段了。加强

合作学校的支撑力度，是合作举办的

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

想，有没有可能在以汉语语言教学研

究的基础上，把双方的合作扩展到相

关的更多领域，从而让两校更多的学

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进来，把孔

子学院这个平台做得更强、更大、更

为包容？我想这种两校更为广泛、更

为深入的合作，是永不满足于现状、

追求卓越的日中两国以及樱美林大

学和同济大学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樱美

林大学孔子学院、我们两校的合作将

迈上新的台阶。 

第三，当今时代，不仅为孔子学

院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和广阔发

展空间，也是共创新理念，开拓国际

化人才培养新境界的时代。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各

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

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

的大趋势、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大

潮流，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势不可挡。我们要主动顺应世界多元

文化交流交融的时代大势，要为日中

两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和谐相处

而努力。这实际也是我们共建孔子学

院的目标，可以说是一个“道”的目

标（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对于

“道”有着高度的期待和执着），也

就是最终回归对于文化的更为普遍

的理解。
⑥
如何更好地在孔子学院平

台上实现对于沟通古今、而又不断变

化和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更为本质

的认识？在全球社会制定了新的可

持续发展的议程和目标的背景下，我

们是不是应该像孔子设想的那样，努

力建设一个不同文化互相理解、互相

尊重的“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想，我们两个大学有许多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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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视频致贺 

 

 

 

 

 

 

 

日本文部省大臣官房审议官致辞 

 

 

 

 

 

 

樱美林大学理事长佐藤东洋士致辞 

 

 

 

 

 

 

 

樱美林孔院杨光俊院长作工作报告 

 

 

 

 

 

 

孔子学院学生文艺汇演 

 

 

 

 

 

 

日中协会白西理事长作主题演讲 

 

以一起合作来做，孔子学院这个平台

可以努力去做。 

以上思考供各位参考并请指正。 

我们两校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的精神浇灌的孔子学院之树正在茁

壮成长。我相信，在我们双方共同呵

护下，这棵树一定会枝繁叶茂、直冲

云霄。我们对两校合作、对樱美林孔

院、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最后，再次向为樱美林大学孔子

学院做出贡献的日中双方领导们、社

会各界朋友们、广大的同事和同学们

表示感谢！再次向樱美林大学孔子学

院表示祝贺！祝樱美林孔院成立十周

年庆典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全文完） 

                                                        
① 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495 所孔子

学院和 1000 所孔子课堂，计 1495 所。 
② 如，2014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致信祝

贺全球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暨首个全球

“孔子学院日”；刘延东副总理在年度孔

子学院大会上的讲话。 
③ 意为：松树小时候长在很深的草中，埋

没看不出，到现在才发现已比那些蓬蒿野

草高出许多。那些人当时不识得可以高耸

入云的树木，直到它高耸入云，人们才说

它高。《小松》借松托物隐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

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

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

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

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 
④ 即：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

培训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

资格认证业务；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

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⑤（1）加快推进本土化，促进融合发展。

只有更好适应各国社会和文化环境，让开

放包容的种子生根发芽，孔子学院才能枝

繁叶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期待孔子学

院要与所在学校的定位契合；要与社区大

众的实际需求相适应；要与所在国家的文

化环境相交融。坚持服务大众、突出特色、

贴近基层的功能定位，贴近各国不同的文

化传统、习俗习惯，因地因校制宜，改革

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步实现孔子学院

                                                                
本土化。（2）不断强化质量建设，促进内

涵发展。质量是孔子学院的生命线，要通

过网络孔子学院促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通过示范孔子学院带动区域乃至全球

孔子学院共同进步，通过院长学院积极培

育各国孔子学院发展的领头羊。要尤其注

重本土师资培养，支持本土教材。要树立

品牌意识，大力提升中外院长和教师素质，

打造人文交流精品项目。（3）拓展人文交

流功能，促进多元发展。孔子学院从单一

的语言教学向文化交流、科技合作、信息

咨询等多元服务功能发展，从简单的你来

我往向深层次的汉学研究、国别研究和经

典互译发展。（4）秉持改革创新、与时俱

进的办学理念。创新办学模式，促进可持

续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孔子学院发展，也希望各国继续加大扶

持力度，同时鼓励更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推动各国孔子学院建立校友会（联谊会）、

基金会等，探索建立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良

性机制，为孔子学院持续发展提供强大保

障。（5）致力形成共建、共有、共管、共

享的合作格局。要适应需求、融合发展，

服务民众、拓展领域，为中外合作共赢服

务。要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创新管理体

制机制，加强院校支撑能力建设，为推进

孔子学院持续发展，为促进多样文明和谐

共生作出新贡献。 

⑥ 在这个“道”的意义上，我想我们应该

是殊途同归的。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德国

联邦政府去年提出德国的高校需要广泛建

设“中国能力”，把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视

为德国发展的途径之一（各位都非常清楚

同济大学与德国关系的渊源）。我想，可以

从德国政府的认识中得到某种启发。日中

双方、我们两校能否从樱美林孔子学院做

起，从实践和理论的层次探讨和开发日本

大学、日本社会所需要的“中国能力”？

而这种无疑要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多重

维度的日本“中国能力”很有可能比西方

社会、德国文化所理解的“中国能力”更

为广阔、更为细致、也更为复杂。 

（本文为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博士 2016年

10 月 23 日在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十

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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