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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须知

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第七届中国与中亚人文交流与合作

国际论坛。为便于您参加会议，现将会议相关事宜恭告如下：

一、到会与离会

报到时间：12月 13 日全天

报到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 967 号西北师范大学（云亭校

区），请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大厅报到，领

取会议材料（代表证、会议手册、会议论文集）。

天气情况：12月兰州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各位老师注意保暖。

注意事项：参会人员请于12月15日下午14:00前办理退房手续。

如需续住，请提前与主办方联系。住宿期间请遵守宾馆相关规定；所

产生的个人消费，敬请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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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餐安排

日期 用餐 时间 形式 地点

12月 13日 晚餐 18:30—20:00 桌 餐 专家楼餐厅一楼宴会厅

12月 14日

早餐 7:00—8:30 自助餐 专家楼餐厅一楼宴会厅

午餐 12:00—13:00 桌 餐 专家楼餐厅一楼宴会厅

晚餐 18:00—19:00 桌餐 专家楼餐厅一楼宴会厅

三、会务联系人

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马玉凤 13993199922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韩苗苗 13659447027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王 菲 1660446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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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2 月 13 日 会议报到

12 月 14 日

上 午：

9:00—10:00 开幕式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10:15—12:00 主旨报告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下 午：

14:30—16:30 第一场发言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6:40—17:20 第二场发言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7:40—18:30 闭幕式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10 月 15 日

上 午：9:00—12:00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下 午：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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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说明
地

点

12 月 14 日

9:00-10:00

开

幕

式

主持人
田 澍（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二

楼

报

告

厅

致辞人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王占仁教授 致辞

Ходжимуратовой Дилшоды 霍吉穆拉托娃·迪尔绍

达（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校长顾问）

Муродбек Юлдошев穆罗德贝克·尤尔多舍夫（塔吉

克斯坦共青团中央主席）

首发仪式
东干语词典首发仪式

塔吉克常用法律启动仪式

合 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门口）、茶 歇（10:00—10:15）

主旨发言（10:15—12:00）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 报告人及题目

黄达远

1.邢广程：中国与中亚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

2.韩东育：交流视域下亚洲文明的发展

3.李建民：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当前中亚研究中的不足

4.王宏晓：“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和未来展望

5.林 涛：心系东干 逐梦中亚—回顾我与中亚东干族的不解情缘

6.朱永彪：从有所作为到积极进取：中国在中亚民间外交的进展与挑战

7.JUMAZA·MAR朱马扎·玛尔：俄罗斯语言学传统视域下汉语语音学

特点的两种描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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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14:30—16:30

第一组（14:30—15:20）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与评议 发言人及题目

主持人：马玉凤

评议人：黄达远

1.黄达远：全球史视角下的欧亚边疆：读《欧亚帝国

的边境：冲突、融合与崩溃》

2.尚季芳：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及其意义

3.丁继光：中亚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区域国别学学科构

建中亚研究板块的影响与启示

4.韩淑珍：俄国统治中亚时期档案材料所见医患关系

5.周 佳：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互鉴

6.耶斯尔：欧亚文明交流中的中亚

报告人发言 8 分钟，评议人发言 5分钟。

茶 歇（15:2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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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15:30—16:30）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与评议 发言人及题目

主持人：丁继光

评议人：王四海

1.王四海：文明交融与互鉴：土库曼斯坦历史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价值

2.薛福岐：国际体系变迁背景下的中亚

3.余 源：俄乌冲突背景下两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

同建构

4.张玉霞：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俄人口向中亚移民原

因探析

5.马海龙：中华饮食文化与中亚饮食文化的交流互鉴—

—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6.SHARIPOV JAMOLIDDIN（沙里波夫·贾穆利丁）：塔

吉克斯坦境内的古文化遗址（例如萨拉兹姆）

7.马玉凤：“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中亚人文交流研究

的回顾与前瞻

报告人发言 8 分钟，评议人发言 5分钟。

茶 歇（16:3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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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16:40—17:20

第一组（16:40—17:00）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与评议 发言人及题目

主持人：马文静

评议人：曹 进

1.曹 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素分析

2.王 志：比较地区主义与中亚区域国别研究创新

3.王 石：后苏联国家的工业化

4.王 聪：中亚贸易政策与区域产业链构建的理论回溯

和路径探索

5.马建福：人类学思维与区域国别研究

第二组（16:40—17:00） 地点：教师发展中心二楼报告厅

主持与评议 发言人及题目

（17：00—17:30）

主持人：党宝宝

评议人：金忠杰

1.金忠杰：中国中亚合作的西“三视角”

2.Valieva Noiba：“КРАСОТА” КАК КОННОТАТИВНОЕ ПО

НЯТИЕ КОНЦЕПТА “СЧАСТЬ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瓦里耶娃·诺伊巴：“美”作为中文中“幸福”概念的

内涵

3.田仲福：中吉乌铁路与新乌兹别克斯坦战略

4.马文静：构建西北地区经济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

报告人发言 8分钟，评议人发言 5分钟。

茶 歇（17:2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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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第七届东干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云衢楼

场次 发言人及题目 地点

第一组

（14:30-15:40）

主持人：武和平

1.杨建军：中亚东干诗歌中的列宁形象比较研

究

2.孙 强：多元文化的艺术结晶——读亚瑟

儿·十娃子的小说《好吗，春天》

3.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中的俄罗斯文化

元素

4.常立霓：东干口歌口溜的转写问题

5.李如东：在地化与礼仪变迁：中亚东干人婚

姻礼仪的个案研究

6.张建军：河州八坊话与东干语音系比较

101 会

议室

第二组

（14:30-15:40）

主持人：杨同军

1.邢向东：《东干语词典》与汉语西北方言研

究

2.汪惠民：回归之路 沟通之桥 ——《东干语

词典》评介

3.敏春芳：东干语中的语言接触现象分析

4.莫 超：“东干”族名稽考

5.何茂活：精心编缀的异域遗珍——林涛主编

《东干语词典》评介

102 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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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志伟：编研结合的辞书典范——简评《东

干语词典》

茶歇（15:40-15:50）

第一组

（15:50-17:20）

主持人：武和平

1.武和平：数智技术赋能中亚濒危汉语资源保

护

2.ISMAEVARAKHIMA 拉黑玛·伊斯马耶娃：

中亚高等教育机构中文教育的发展

3.尹春梅：中亚中文人才岗位需求情况调查研

究

4.魏梓秋：中亚五国多元文化教育与我国西北

地区民族教育比较研究

5.庄 佳：深臻曾梗通摄舒声韵在秦陇片南部

方言中的重新分化

6.张 颖：敦煌音义文献与汉唐之际丝路文明

互鉴——以 P.3971 与俄弗 230 为例

7.才甫丁·伊沙克：探析现代汉语常用语气词

在吉尔吉斯语中的对应表达

8.韩苗苗：东干语中 VO开、V开 O、V开 O 开结

构

101 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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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15:50-17:20）

主持人：杨同军

1.杨同军、马永俊：东干语经典书面语和东干

文文学作品转写原则探析——以亚瑟儿·十娃

子《好吗，春天》为例

2.KHAVAZAFATIMA法蒂玛·哈瓦扎：媒体工

作者在东干族文化教育进程中的作用

3.马 强：在冷斋中治绝学——林涛先生东干

学研究发微

4.拜学英：中亚东干族语言文化风俗的宏富画

卷——简评《东干语词典》

5.乌志鸿：中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读《东干语词典》之体会感言

6.马成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辛勤使者

——林涛教授中亚东干语言文化研究述评

7.马玉红：东干人生活面貌的百科全书，研究

近代汉语的宝库——《东干语词典》读后感

8.马辉芬：以智启智 厚爱晚学——林涛老师带

我走进东干世界

102 会

议室

报告人发言 8分钟，评议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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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中亚区域法律合作与涉外法治建设学术研讨会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主持人 发言人及题目 地点

（15:00-16:10）

主持人：孙 健

评议人：王 兰

1.李玉璧：法律翻译视域下中国与中亚法治文

明的交流互鉴

2.柴裕红：“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律服务

的基本内容

3.蔡 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4.陈一一：上合组织对中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

影响分析

5.王玉红：区域国别教育行动共建高质量发展

的法治化路径
307 会

议室
会间休息（16:10-16:20）

（16:20-17:20）

主持人：孙 健

评议人：王 花

1.张 杰：兰州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典型案例一（教学）

2.谢 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知识产权法律实

施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以吉尔吉斯斯坦知

识产权法律为中心

3.张嘉兴：美欧主导下的补贴规则变革与中国

因应

4.王 菲：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

安全风险以及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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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祎轩：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高校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创新研究

报告人发言 10分钟，评议人发言 5分钟。

四、圆桌会议及闭幕式

时 间：202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17:40—18:30

地 点：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主持人：田 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议 程：

1.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武和平教授总结发

言

2.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王兰教授总结发言

3.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学术院长 李建民研究员总

结发言

五、专题研究（2024 年 12 月 15 日）

时间 地点

9:00— 12:00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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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出席领导

王占仁 西北师范大学
校长、党委副书

记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

长、教授

王宏晓 北方民族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

长、教授

Khodjimuratova

Dilshoda

霍吉穆拉托娃·迪

尔绍达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 校长顾问

Муродбек
Юлдошев

穆罗德贝克·尤尔多

舍夫

塔吉克斯坦共青团 中央主席

与会学者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SHARIPOVJAMOLI

DDIN

沙里波夫·贾穆利

丁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 副教授

Valieva Noiba
瓦里耶娃·诺伊巴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大

学

教 授

曹 进 西北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 教 授

丁继光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党宝宝 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副院长

裴丽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 讲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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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 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黄达远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

中心

主 任

韩淑珍 西安外国语大学 讲 师

金忠杰 宁夏大学中国大周边区域国别研究

科研创新团队

教 授

李建民 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学术院长

李东海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党委书记

马玉凤 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教授、副院长

马文静 西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教 授

马建福 北方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马海龙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

麦春萍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 授

孙 梅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副处长

孙 力 北方民族大学发规处 处 长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院长、教授

田仲福 北方民族大学 讲 师

王 志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

中心

执行主任、教授

王 石 西安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王四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教 授

王 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讲师、副系主任

薛福岐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员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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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源 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中亚•环
里海研究中心

教 授

耶斯尔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

中心

教 授

朱永彪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副所长

执行主任

院长

张继刚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教授

张玉霞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周 佳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方大学 讲 师

分论坛一：第七届东干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

JUMAZA·MAR

朱玛扎·玛尔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东干学

汉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KHAVAZA FATIMA

法蒂玛·哈瓦扎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东干学

汉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SALIMA

DAVUZOVA

萨丽玛·达吾佐娃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东干学

汉学研究中心

对外关系负责

人

ISMAEVA

RAKHIMA

拉黑玛·伊斯马耶

娃

吉尔吉斯斯坦茹苏普·巴拉萨金国

立民族大学吉中系

研究生课程负

责人

安志伟 山西社科院研究所 研究员

拜学英 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研究馆 研究员

曹晓东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常立霓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教 授

才甫丁·伊沙克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韩苗苗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何茂活 河西学院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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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宇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李 莉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李如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

域国别研究院
副研究员

林 涛 北方民族大学 教 授

罗 堃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马成明 兰州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马 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教 授

马永俊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兼职教授

马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马辉芬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敏春芳 兰州大学文学院 教 授

莫 超 兰州城市学院 教 授

司俊琴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 授

孙 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田 河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教 授

汪惠民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主 任

王曼玲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魏梓秋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乌志鸿 西安培华学院 客座教授

武和平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教 授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 教 授

杨建军 兰州大学文学院 教 授

杨同军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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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梅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教 授

张建军 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所 教 授

张 颖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郑绍婷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庄佳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 师

分论坛二：中亚区域法律合作与涉外法治建设学术研讨会

柴裕红 兰州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陈一一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蔡 芳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 师

党庶枫 甘肃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 副教授

李玉璧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亚研究院

教 授

特约研究员

王 兰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教 授

王 花 甘肃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 教 授

王 菲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 师

王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 师

温 昱 兰州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谢 晶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张 杰 兰州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张嘉兴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 师

胡祎轩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皇甫佳瑶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卢雯雯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杨金茹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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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1. 中川机场站（兰州机场）—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约 56 公里）

（1）打车约 50-60 分钟，费用 120 元左右。

（2）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出发，乘坐机场巴士 3号线（兰州西客站方向）8

站至柳家营什字站下车，步行 427 米(约 7 分钟)至西站什字公交站，乘坐 B1 路

车（刘家堡广场站方向）7站至西北师大站下车，步行 436 米（约 8分钟）至西

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费用共 32 元。

2. 兰州西站（高铁站）—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7公里）

（1）打车约 20-30 分钟，费用 20 元左右。

（2）兰州西站出发，乘坐轨道交通 1 号线（陈官营方向）3 站后于兰州海

关下车，步行 177 米（约 3分钟）至兰州海关公交站，乘坐 121 路车（幸福巷方

向）8站后于西北师大站下车，步行 235 米（约 4分钟）至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费用共 5元。

3. 兰州站（火车站）—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约 15

公里）

（1）打车约 30-50 分钟，费用 40 元左右。

（2）兰州站出发，步行 294 米至兰州火车站公交站，乘坐 131 路（培黎广

场方向），乘坐 24 站后至培黎广场站下车，步行 681 米后至西北师范大学专家

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费用约 2元。

（3）从兰州站上车，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东方红广场方向）2 站后，至

东方红广场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1号线（陈官营方向），乘坐 6站后至西站什字

站下车，步行 376 米(约 6 分钟)至西站什字公交站，乘坐 B1 路车（刘家堡广场

站方向）7站至西北师大站下车，步行 436 米（约 8分钟）至西北师范大学专家

楼（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费用共 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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