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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内容紧扣时代脉搏，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既探讨了
东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文学与艺术的价值和特色，也探究了东方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以
及东西文化的交流这个主题，涉及领域广泛，从新的宏观和微观视角多层面重新思考了
东方文化的时代性和前沿性，特别是，多篇论文研究了“一带一路”的文化价值和深远
意义。 

内容简介

《21世纪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的文章选自"21世纪东方文化论坛首届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其中包括致辞5篇，学术论文44篇，字数约50万。论文内容紧扣时代脉搏，具有
突出的时代意义，既探讨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文学与艺术的价值和特色，也探究
了东方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以及东西文化的交流这个主题，涉及领域广泛，从新的宏观和
微观视角多层面重新思考了东方文化的时代性和前沿性，特别是，多篇论文研究了'一带
一路'的文化价值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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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精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楼宇烈儒家伦理作用与人的“塑造”\[美\]Roger
T. Ames（安乐哲）“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刘梦溪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征严绍璗“西化”还是“中国化”：
从佛教的历史看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王邦维
东方文化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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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文化——秦汉历史的一些启示\[新加坡\]梁秉赋全球时代的东方核心价值观刘介民
东方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侯若石浅析现代中华文化对人类文化有
可建树的若干途径\[马来西亚\]胡逸山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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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des rencontres，échanges，croisements de cultures et de leurs
pérégrinationsartistiques à leur mise en fusionL’exemple pictural deLIN Xiang
Xiong\[比利时\]Michel BaudsonThe Position of Persian literature in the Past，Present andFuture
of Eastern Culture\[伊朗\]Ahmad Rezaei佛经故事的文学文本与数字文本董晓萍
“丝路天使”：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的融新——“一带一路”绘画创作札记方汉文
“少”的艺术与智慧——中西方文艺欣赏与比较\[马来西亚\]黄美冰漫谈南洋风格
——由东西方艺术的融合与创新谈起\[新加坡\]林祥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刘志强
梵语诗学之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意义尹锡南
区域文化研究
东南亚文化的特征李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论要黎跃进
东方文明区域�文化圈�文化板块孟昭毅波斯文古籍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贡献
——以《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序言为例时光
菲律宾阿拉安人巫术治疗的宇宙观和原理史阳有关元代使用的几个波斯语词汇
——摩合罗、里木与角端刘迎胜苏美尔谚语格言中所反映出的某些公共价值观吴宇虹
印尼爪哇文化中的和谐因素许利平印尼的协商民主：文化与政治实践杨晓强
罗摩文化传统在印尼群岛的变迁与走向张玉安
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



China’s 21st Century Cultural Revival:What effect on World Culture?\[美\]Guy AlittoGlobal
Dif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a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in Africa
(Nigeria)\[尼日利亚\]Duro OniA Possible and Harmonizing Synthesis：The East and the West:
anExceptional Rapprochement\[奥地利\]Judith Suchanek
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唐孟生中外人文交流：华侨华人的角色扮演曹云华
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陈岗龙“一带一路”与东方文化侯传文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和引路人季羡林教授——从我个人的经验体会谈起梁立基
关于“宗教”、生活和文化:东方与西方的理解差异与宗教研究\[韩\]柳圣旻
朝拜东方帝都——马可波罗的“汗八里经验”欧阳哲生
季羡林美文游记与中外文化交流郁龙余朱璇“谜米”与文化传播交流的思考程彤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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