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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讲座（Conference/Seminars） 

胡碚老师 (Dr Bei Hu)参加于挪威奥斯陆举行的欧洲翻译研究学会第 10 次大会 (10th EST 

Congress)，与 Dr. Susana Valdez (Leiden University) 和 Dr. Valentina Ragni (University of Warsaw) 共

同召集主持分论坛，论坛主题为“Revisiting trust in high-stakes intercultural media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胡碚老师参加 10th EST Congress，于分论坛“Navigating uncharted waters: towards reframing 

translator education”宣讲论文，题目为“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 in the audio-

visual translation classroom: Internet-enabl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6月 12日，博士生洪鑫诚在云南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民族史青年学者论坛”担任评议人，

评议论文题目为“明代海外民族志中所见的南印度社会——以《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星

槎胜览》为中心”。 

唐冬莅老师于 2022 年 6 月 18-19 日参加由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台湾文化研究学会等联合

举办的“ ‘文图学与东亚文化交流’ 线上国际学术论坛 ”，并发表题为《宋代题“小景”山水画

诗分析》的论文。 

博士生杜晓宇于 2022 年 6 月 18 -19 日参加由南洋理工大学人文院 、台湾文化研究学会等联 

合举办的“ ‘文图学与东亚化交流’ 线上国际学术论坛 ”，发表题为《六朝至唐代中国器物精怪小说

与日本付丧神故事对比研究》 的论文 。 

 

荣誉/祝贺（Honors/Congratulations） 
 

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即将编撰一部十卷的《潮学集成》，李志贤老师（A/P Lee Chee 

Hiang）受邀主编该丛书的 “华侨 / 海外潮人卷”（与张应龙教授合编）。 

李志贤老师应周星衢基金会邀请，担任《南洋文摘新编》顾问（人物与专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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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22年雲茂潮中华文化讲座海报和现场活动照片，图片由杨妍老师（Dr 

Yang Yan）提供。） 

我系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 2022 年 6 月 18日联合举办了题为 “九〇世代：郭宝

崑时代中崛起的新加坡华文剧场”的 2022年雲茂潮中华文化讲座，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柯

思仁副教授（A/P Quah Sy Ren）担任主讲嘉宾。 

 

硕士生李禹佳于 6月 29 日参加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和华东师大组织的第二十二届

国际中国哲学大会（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并发表演讲“The Invention of Shen神 with Three Teaching 

Harmonious:the Debate over Shenmielun 神灭论 in Southern Liang ”(三教并存视角下

“神”的发明：南朝梁的神灭论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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