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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研究生九成是中

国人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介绍说，此
次历史科学大会，山东大学共组织
大学生志愿者760人。

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
副书记董雪梅介绍，除了投身于志愿
服务的年轻人，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
会共有470名在校生注册，其中本科
生120人，全部为中国学生；研究生
350人，中国学生318人，外国学生32
人。“最终到会的人数为201人，其中，
本科生有46人，研究生155人。在155
名研究生中，中国学生140人。”

参加此次大会的注册学生中，
山东大学学生最多，为154人。

“为了鼓励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学
术，发现并吸引优秀青年人才，促进
学生学术交流，本届大会举办期间特
别安排了‘研究生壁报交流’环节，来
自海内外的7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
将展示研究成果，大会将从中评选10
位优秀学子给予奖励。”张荣介绍。

渴望接触顶尖学者，获

得学术研究方法

林明君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今年五月
份前后，听说作为学生可以参加此
次大会，他报了名。24日上午，他认
真聆听了大会发言，不时低头记录。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来到家
门口，我们来参会很方便”。

林明君还想了解国外的历史学
家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比如他们
关注的主题、使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对某些问题有什么观点等等”。此
外，他还想知道历史学家们的工作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先了解这
些，或许将来我成为历史学家时的
状态也是如此。”

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
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张裕强也参加
了此次大会。“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机会难得，想感受真正的国际性学术
会议气氛，了解一下高端学术会议的
流程。”张裕强说，自己很喜欢历史，
渴望近距离接触国内外的顶尖学者，
聆听他们对学术前沿问题的见解，并
获得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

有的学生既是与会者

又是志愿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
硕士研究生俞登辉和张李男是幸运
的，在向历史科学大会投稿后，他们
的论文顺利被录用，24日，作品已经
被张贴在大会青年学者壁报展区。

俞登辉的作品名称是《古希腊
神话中的蛇形象》，这是他本科阶段
就关注的课题。俞登辉在与会者名
单中看到了自己仰慕的几名史学界

“大咖”，对于和他们的相遇，他充满
了期待，“如果能面对面交流，将是我
在求学期间难得的经历”。

张李男的作品则聚焦《亚文化
状态下的足球流氓主义》，他特地
将背景设计成了绿色的足球场。经
过这几天活动，张李男感到这场国
际大会年轻学者多，他们视野开
阔，这对自己的下一步研究有很大
帮助。

他们还有个身份，就是志愿
者，俞登辉在学术组负责做记录、
出工作简报，张李男负责官方微
信。27日，与会学生将为观众做解
说，考虑到有许多国外观众，俞登
辉正在做英文方面的准备，以便更
好地和大家交流。

本报济南8月24日讯（记者
许亚薇 马云云） 第22届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有4个，分别
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
的历史，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
关联，数码技术在史学中的运用。

24日是开展主题讨论的第一
天，大会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中
国和书写情感的历史两个主题会
议，针对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24

位史学家发表了演讲。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个

话题意味着我们在观察中国、讲
述中国的故事的时候，要从全球
视野下进行，我们要以更开放的
眼光进行分析，应该去寻找中国
和世界之间发生了什么。”主题会
议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说，全球视
野下的中国就是要把中国社会的
发展纳入到全球视野当中。

王建朗表示，主题会议通过
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于世
界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是
如何融合到全球世界，并产生影
响的。

针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
一话题，12位会议发言人阐述了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
之间的碰撞，分析中文和非中文
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团结。从
全球视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
不同的方面，试图去定义中国在
全球化和多元的世界当中所发挥
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在全球视野下

讲述中国故事

前前所所未未有有，，学学生生““专专家家””首首展展成成果果
201名在校生注册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顶尖学者零距离接触

每次有大型会议召开，都少不了年轻人的身
影，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不例外，参会嘉
宾中不乏青年学者的面孔，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
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这在
此前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还没有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马云云

24日，俞登辉在自己的论文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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