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兩岸青年運河文化之旅》 

 

主辦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 

承辦單位：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 

人員規模：滬台兩地約 30人次 

舉辦時間：2018年 9月 2日至 9月 6日 

舉辦地點：江浙地區（揚州、無錫、蘇州） 

邀請台灣學生：15人次，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哲學相關領域研究生。 

★所有人員全額招待。（證件辦理及保險費用需自行負擔） 

 

項目簡介及特色 

     隨著兩岸關係發展的逐步深入，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點之一。這不僅是兩

岸關係發展的一個客觀的必然趨勢，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要。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水主要代表

著智慧與道德。孔子以水喻智，儒家有“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朱熹解釋是，智者明達事理、思維敏捷而通透無滯，與水的特質想死，故樂水而好動。京杭大運河是

中國唯一溝通南北的水運大通道，它將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聯繫在一起，其承載的具有鮮明特色的運

河文化故而綻放著中華民族智慧的奪目光芒，在世界範圍內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江南，唐至宋的

200 年間，隨著人口大量南遷，大運河可謂孕育並見證了江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變遷。因此，

本項目設定江南為主要路線，並選取揚州、無錫、蘇州三地為文化之旅考察點。 

 

    本項目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共同承辦，文學

所所長榮躍明、哲學所副所長黃凱鋒主持。專案團隊以文學所和哲學所的科研人員為主體，並特邀上

海社會科學院何建華副院長等知名文化學者、專家加入。希望通過為期三天的運河文化考察，包括尋

訪古水道、水利樞紐、漕運糧倉和橋閘等運河相關文化遺址與現代運河博物館等，追溯運河文化的前

世今生，並附以文化專家教授現場特色串講，以邊走邊學、實地體驗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弘揚儒學

文化，切實增進兩岸青年學生的交往、互動，進一步加深對大運河文化的學習、瞭解，特別是吸引更

多臺灣青年學生認識大運河文化的獨特魅力，進而加深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認同。 

 

本專案高度重視學科的跨界合作，有效整合各類人文資源，以問題為導向，以有效傳播為目的，

以體驗＋課程為形成，集成創新，實現文化＋旅遊的兩岸青年學生文化教育交流的良性互動。 

 



2 
 

 

 

排程 

 

DAY1(9/3)：上海—揚州—講座 

08:00 -12:00上海至揚州 （路程 290公里 ，車程約 4小時） 

12:00-13:00午餐   

13:00-14:00 廣陵琴派史料陳列館，傳承人古琴表演 

14:00-16:00考察個園，瞭解鹽商文化 

16:00-18:00入住酒店，稍作休息酒店內安排講座 

學習體驗主題：京行大運河的經濟社會歷史概覽（專家串講+視頻） 

18:00-20:00晚餐淮揚菜文化體驗（淮揚菜大廚刀工展示等），瞭解淮揚菜式及飲食文化的南北融合 

 

DAY2(9/4)：揚州—無錫-講座 

08:30-09:30揚州冶春早茶文化體驗 

09:30-11:30 揚州車至無錫 

11:30-14:30 無錫古運河體驗+古窯博物館 

15:00-15:30 入住酒店，稍作休息 

15:30-18:00 酒店內安排講座 

學習體驗主題：運河文化與商業文明（專家串講+視訊短片） 

              “未來的大運河”（視頻+互動） 

18:00-19:30晚餐 

 

Day3(9/5)：無錫-蘇州-上海 

08:30-09:30酒店退房至蘇州 

09:30-10:30考察蘇州市大運河遺產展示館 

10:30-12:30考察昆曲博物館 

12:30-14:00安排午餐 

14:00-16:00返回上海市區。 

備註：具體時間節點根據當日行程做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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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院簡介 

 

上海社會科學院創建於 1958年，是中國最早建立的社會科學院，由當時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

研究所和上海歷史研究所、上海財經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律系合併而成。為上海唯一的

綜合性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是全中國最大的地方社會科學院。亦是首批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

的學位授予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承擔了大量的國家和上海市課題，許多決策諮詢建議得到中央、市

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肯定，研究成果屢獲國家和上海市獎勵。 

 

上海社會科學院與海外許多大學和智庫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學術聯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勞倫斯•克萊因(L.R.KLEIN)、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等在內的 30餘人被聘為名譽研究員、

特聘研究員。“世界中國學論壇”已經成為我國對外學術宣傳的重要管道和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學研究

交流平臺。 

 

上海社會科學院以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號召，以構建一流、國際知名的社會主義新智庫

為目標，大力實施智庫建設和學科發展的雙輪驅動發展戰略，努力成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重要基地，

成為國內外學術交流的主要平臺，成為具重要影響力的國家高端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