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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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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eidelberg
 

Universit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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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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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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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on
 

the
 

micro-level 
 

th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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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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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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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別區域研究路徑發展微探
———以德國「海德堡跨文化中心」建設為例

金蘇寧　 徐璟瑋

上海理工大學

摘　 要:本文通過對海德堡大學跨文化中心(HCTS)建設的剖析,介紹了德國海德堡大學內部如何在政策的支持下

推動「跨學科集群」的成長,探索了超越院系的科研集群如何聚集不同學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別區域研究人才、推

動
 

「跨學科」的協同合作;
 

並在五大微觀層面,即多元化的國際招生模式、學科交叉的多元團隊和課程、跨學科「學

術共同體」創建、海外調研及其經費保障體系和數字化平臺的建設方面介紹了 HCTS 的經驗,旨在為我國進入「交

叉學科」時代的一級學科「國別區域學」在路徑發展上提供借鑒。

關鍵詞:國別區域學;學習共同體;
 

交叉學科共同體;海德堡跨文化中心

基金項目:2020 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A10GY20D003)資助。

一、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和發展

德國在推動組建大學內部的「跨學科集群」的起步較早,有著較為豐富的經驗。 早在 2005 年,德國政府

為鼓勵德國大學創新和增強實力啟動了「卓越計劃」(後改名為「精英計劃」),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就是流

向「精英集群」 團隊———即基於現有的頂尖科學成就的「交叉學科聯合體」。 海德堡大學的「精英集群

(Cluster
 

of
 

excellence)」之一———「全球背景下的亞洲與歐洲」這一區域研究的項目正是在政府大環境政策

的推動和資助下成型,並成長為具有創新性的歐亞研究的智庫。①
 

德國的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
(Heidelberg

 

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以下簡稱:HCTS),看似是致力於「文化研究」的科研機構,但其本

質上正是一所跨區域研究的機構,它在探索「歐亞跨文化互動」的實踐中獲得不少經驗,可以給我國國別和

區域研究在跨學科科研模式和人才培養方面提供一些啟示。②

2007 年,德國政府啟動的「卓越計劃」對「交叉學科聯合體」的政策和資助,剛好契合了海德堡大學當時

一些來自東亞和南亞研究所的學者的想法。 因為他們在科研實踐中已經意識到傳統的局限於「民族國家」
為分析框架方法似乎已經很難再提供洞察力,開展「跨文化」 「跨語言」和「學科交叉」的研究已是迫在眉

睫。③
 

在這樣的外部推動和內部困境的雙重影響下,海德堡大學這些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們起草了「亞

洲和歐洲———文化流動的不對稱性」課題,成功地申請成為了「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的精英集群」 (Elite
 

cluste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之一。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的建立遵循了由下至上的探索路徑。 在建設初期,中心依靠南亞和漢

學研究所強大的科研實力和跨學科的背景,集群組織逐漸聚集了大約 200 名學者,整合幾個「小」系,發展出

具有相當規模的大型研究項目,其中包括若幹研究小組、一個博士項目和一個碩士項目。 2012 年,該集群組

織成功申請到了德國政府提供的第二輪資助。 隨著集群組織的不斷壯大,2013 年成立了「海德堡跨文化研

究中心」。 同年,在德國聯邦政府發起的「建立研究和教學的創新中心」 的競賽中,HCTS、東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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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南亞研究中心 ( South
 

Asian
 

Institute ) 以及人類學中心 (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共同倡議建立
 

「亞洲和跨文化研究中心
 

」 (
 

Centre
 

for
 

Asian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以下簡

稱:CATS)這一綜合性的研究機構,在多方研究和考察之後,這一倡議得到了首肯。
作為亞洲和跨文化研究中心(CATS)常駐的四大機構之一,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本身不再只

是一個孤立存在的示範性的科研集群項目,而是身處於擁有豐富的「亞洲研究」和「區域研究」相關資源的交

叉學科平臺之中。 舉例而言,
 

CATS 集聚了 25 位亞洲區域研究的教授,提供 20 多種亞洲語言課程,客觀上

成為了擁有隸屬於全歐洲最大的亞洲圖書館之一。 因而,HCTS 能夠最大程度地利用海德堡大學的內部和

外部資源,無論是在跨學科的研究課題、語言課程、碩博項目、校內外師資,還是在教學場地、圖書數字資源

以及對外的媒體宣傳。 雖然四大機構在法律、預算和管理上保持獨立和自主性,但 CATS 通過跨院系的合作

協議,各機構選派代表組成 CATS 委員會以及定期的聯席會議機製,在科研和教學上把他們整合在了一起,
保證四個機構密切地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和合作、資源共享,共同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亞洲文化問題進行研究。

二、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人才培養機製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致力於打破傳統的「學科分類」和「國家邊界」壁壘。 該中心在科研探索

和人才培養上實現了國別區域研究方面的「跨區域」 ( cross
 

regional)、「跨文化」 ( cross-cultural)和「學科交

叉」(interdisciplinary)三大特點。 為了實現這樣的運行目標,研究中心采用了設立交叉學科平臺、多類型的

國際化招生模式,以及多元化的課程設置等方式,確保國別區域研究的覆蓋面和專業性。

(一)
 

多元化的國際招生模式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招生製度是和集群的「願景」息息相關的。 這種體製促進對歐亞內部和相互

之間的多層次文化互動的理解。 通過跨全球的生源讓更多的「非西方」的青年研究者參與到有關歐亞區域

互動的知識生產和傳播中來,同時促進他們和本土研究者的交流互動,從而挑戰長期以來所謂「主流」、單一

的「以西方化為中心」的敘事及其歷史化的解讀。
HCTS 在中心的碩博招生流程中,充分考慮到了團隊成員的多元性。 和傳統的德國大學碩博項目不同,

中心的授課和工作語言都是英語。 在招生簡章中,要求候選人的英語水平達到歐盟語言水平能力測試級別

C1 的同時,還需至少掌握包括母語在內的兩門語言。 這意味著它的課程和科研體系是面向國際生源和學

者:歷屆的碩博生中不僅有來自歐洲國家,還有來自亞洲、美洲等各大洲的團隊成員。 通過和德國學術交流

中心(DAAD)的合作,博士項目在經濟上為國際生源提供了為期三年的獎學金,為非歐洲的生源保留了一半

的名額,實現了來自研究對象國和本國人之間的數量上的平衡。
除了跨文化性之外,跨學科性也在招生工作中充分體現。 HCTS 的碩博招生簡章僅僅規定了候選人專

業背景的大類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像我們常見的項目招生那樣具體到某一個特定的學科,比如歷史學、語
言學、國際關系等。 因而,其團隊成員的學科背景也非常豐富。 他們在本科階段掌握了一門專業學科的綜

合知識背景
 

、在後續的碩博學習和訓練中培養跨學科的視野、掌握跨文化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他們彼此間的

科研合作、課堂和課後的學術討論本身就是一種充滿碰撞和激發靈感的跨學科探索。 同時,這種招生模式

為構建學科交叉團隊打下很好的基礎。

(二)
 

學科交叉的多元團隊和課程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的跨學科性、多元性不僅僅體現在生源上,更是體現在它的內部架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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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 從教學團隊來看,中心教職的設置不是單純以「學科」作為分類依據,而是根據研究團隊探索的方向

不同分設了佛學研究、文化經濟史、全球藝術史、知識歷史、視覺和媒體人類學 5 個「終身教授」職位,並為人

文、社會學科設了 2 個「啟動教授」職位。 這些清一色致力於跨文化研究的教授都有兩種身份,既是某一學

科或者研究主題的專家,又是某個區域或者國家的專家,他們有自己專註的跨區域研究重點,比如日本與歐

洲、中國與歐洲、印度與歐洲等。 在這 7 名教授的主持下,該中心的教學團隊為學生在學期期間開設了種類

繁多、涉及多個研究領域 50 余門豐富的課程。 在外語課程學習方面,學生可以選修亞洲和跨文化研究中心

(CATS)開設的多達 20 門的亞洲語言課程,例如藏語、泰語梵語、巴利語、印度語等,這在語言上為學生們獨

立開展第一手材料的閱讀和收集打下了基礎。 此外,由海德堡大學不同學院代表組成了「跨文化研究聯合

委員會」,借此負責為碩博生新設計開設的課程,並且保證了項目的可延續性。
在整個碩博項目中,學生可以與不同文化、學科背景的師長交流互動,在廣泛的課程選擇中進一步探索

他們對「跨文化」的研究興趣,了解「跨文化」理論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並最終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 同時,學
生們被賦予了充分的自主性,除了中心提供的課程,

 

碩士生的學習模塊裏還包含了「Import」課程
 

(外部導入

課程);換言之,只要在和模塊負責人商討後確認「外部課程」符合學生的研究方向,他們就可以在中心之外

的機構修讀課程並最終進行學分轉換,其中包括海德堡大學、東亞、南亞中心或是歐洲歷史和文化中心,或
者是轉換在「海外學期」期間在其他大學獲得的學分。④

 

在畢業論文階段,學生也可以選擇在 2 名導師的帶領

下來探索跨學科的難題。
博士生培養模式深刻體現了學科交叉的特點。 中心將博士生編入下屬的一個個科研小組。 每個小組

由 1 名科研組長以及 10 多名學科背景、資歷深淺各不相同的博士生、博士後共同組成;這種多元化、扁平化

的結構讓學生在日常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有大量機會跨越自己的學科,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師生共同進行跨

學科探索。 以不同領域中的的「知識歷史」(Intellectual
 

History)板塊為例,團隊負責人以漢學為背景的顧有

信(J.
 

Kurtz)教授負責的課題「東亞對歐洲過去的使用」是與馬德裏自治大學,倫敦政經學院和蘇黎世大學

三位來自中國文學、政治學和全球史領域的教授共同合作的,其團隊的成員也分別是來自這三所大學的助

理教授、科研人員以及博士生。⑤來自不同國家和學科背景、科研資歷深淺不同的十位團隊成員在同一課題

下交流與合作,通過共建學術博客、學術會議、研討課的形式克服了地域和文化上的距離,為跨學科間的合

作提供了平臺。
此外,中心課題的「跨文化性和跨區域性」決定了各個科研團隊是不斷向外拓展的。 他們出於課題本身

的科研需要,
 

積極地尋求和開展國際會合作:例如 2020—2021 年度,中心的 3 個領域的教授分別與國際知

名學者開啟了時間長度為 6 個月到 4 年不等的合作,來自美國伊利諾大學、耶魯大學、復旦大學 3 名學前來

海德堡 HCTS 參與日常授課、國際會議和長期的科研項目。⑥正如 HCTS 的宗旨描述的那樣,
 

通過邀請全世

界的青年學者們將他們科研工作中一部分在 HCTS 完成,
 

中心希望建立一個致力於跨文化研究的「國際化」
的科研群體。

(三)
 

海外調研及其經費保障體系

作為研究「跨文化過程 / 互動」的集群,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極為註重收集和使用對象國語言

編著的原始材料。 因而,海外學期和調研也是其人才培養和科研的重中之重。 通過海外學期和田野調查,
學生能有擁有直接接觸該對象國和區域的經驗,能為他們當下的科研工作收集了第一手的資料,並對所研

究的國家或地區在社會、文化、語言、歷史等方面的基本形態,有一定的認知和基本把握。 中心的很多參與

學位項目的博士生都曾表示,在實踐環節的工作、參加的國際學術報告和就讀期間建立的學術人脈網,對自

己之後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在海外交流學習期間收集的材料以及認識的專家進一步激勵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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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續追求學術職業生涯的決心。⑦

他們所擁有的跨文化的海外經驗正是得益於中心靈活的課程設置。 碩士項目在第三學期設置了

「Mobility
 

and
 

Research」(移動和科研)模塊,意味著學生可以申請去海外合作院校完成共計 16 個學分的課

程;
 

博士項目也在第二學年為海訪學和實地田野調查留足了時間。 此外,不僅僅局限於海外學習,學生也可

以根據自己的科研興趣向課程負責人申請去海外做科研為導向的實習項目,例如德國駐海外使館,德國駐

印度尼西亞阿登納基金會、文化機構等。 通過這樣的「實地」收集事實的活動,學生們能夠在真實的當地情

景中檢驗完善或者說是挑戰之前習得的「跨文化」的理論方法。 與此同時,海外學習和調研的開展對於學生

的一大難處就是資金支持。 因而為了解決學生的後顧之憂,中心在經濟上提供了穩定的保障。 例如,「海德

堡 & 京都大學」合作的碩士項目提供每月 1260 歐元,為期長達 10 個月的獎學金;中心也為威尼斯大學、東
北大學等一些其他大學的雙學位博士項目的學生,提供 1200 歐元每月為期 3—12 個月的獎學金。

(四)
 

創建跨學科「學術共同體」

「學術共同體」的創建是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的另一特色。 除了「願景」的軟性感召力,「相

互作用和共同參與」是維系這樣一個學科交叉的「學習共同體」其生命力的兩個重要特征。 HCTS 設計了合

理的製度和培養方案來促進成員能共同投身於一個新興交叉領域。 中心在第一學年就為碩博生開設了必

修課程———由集群不同領域教授共同承擔的「跨文化導論」和「跨文化文獻」閱讀課,即介紹跨文化研究的方

法、理論、歷史背景及其應用,並且配套了相應的關於「跨文化研究的跨學科路徑」的討論課(colloquium),為
「新生」提供了對這一概念進行辨析和批判的空間。 此外,中心的網站上共享了「集群」學者近年來出版的

「跨文化系列」的數本不同領域的專著以及中心出版的「跨文化研究」公開的電子期刊,為中心的成員提供了

豐富的學術資源,幫其了解「跨文化」研究方法在不同學科領域的應用。 中心的各個研究小組還定期、自發

組織日常學術活動,其中就包括「Jour
 

Fixe」 (固定展示日)、圓桌討論以及科學工作坊等形式。 這些活動往

往由 5 個領域的教授,研究小組組長或者中心以外的學者牽頭組織,向中心的碩博生以及所有科研人員開

放。 而博士生在此類活動中參與度也是其第三年資助申請中的考核指標之一。 這樣的製度保證了他們在

為期三年的博士項目學習中並非是獨自閉門深造,而是需要走出自己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同時還要和其他

成員進行思想碰撞和對話,開展直接或者間接的合作,甚至可以看作他們相互之間的「一種精神交際、情感

支持和共同意識」,以此達到從而相互啟發、鼓勵和促進的目的。

(五)
 

共建共享數字化平臺的建設

作為信息技術時代的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在數字化平臺建設方面有

著獨到的處理方式。 與歐內斯特·L·博耶的高等教育思想體系中的「集體參與」 ⑧概念不同,HCTS 增添了

實時數據共享和編輯的功能,因為跨學科、跨國的科研合作涉及到了隸屬於不同大學、學院、學科以及大學

內部的大大小小小的機構和學術群體,更涉及到他們之間對不同形式的科研資料的共享和加工,真正實現

了「學習共同體」。 為了推動這一共同體的成員間實時共享和合作,
 

HCTS 初期就成了的致力於創建「數字

人文」的虛擬平臺「海德堡研究架構」 (The
 

Heidelberg
 

Research
 

Architecture,簡稱:HRA)。 HRA 與學校內部

相關機構,比如圖書館、科學計算跨學科中心等部門的協調合作,在信息技術上保證了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

們間的共同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科和計算機學科的合作。 HRA 通過采用計算機學科的方法來分析和

編輯電子媒體數據,減少了不同機構收集和錄入信息的重復工作,實現數據共享,使得中心的學者們能快速

獲得數據。 平臺設立的一些數據資料庫已經被成員們廣泛使用,例如海德堡百科數據庫,現代中文科學術

語數據庫等。 此外,根據國際大數據的標準,HRA 已經開發的專為「聯合科研」設計的跨語種的大數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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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系統已經達到相關要求,通過專註於如何維護、轉移、更新和再構建這些網絡上日新月異的數據,該
數據庫也符合未來的學者們長期使用的要求。 例如在「中國海報收集」這個項目中,HRA 整合了來自倫敦和

海德堡的 2500 幅「中國海報」的收集,探索了快速電子化、歸類流程、大數據的轉化、基於註釋的數據提取的

這一工作流程,促進了不同機構下的教學和科研中對這些數據的共享和使用。

三、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特點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之初是基於一個政府資助的「精英集群」平臺,圍繞
 

「歐洲和亞洲在全球

框架下在文化上的互動」這一課題來探索和發展「跨文化」研究路徑。 借力於聯邦政府對交叉學科的集群項

目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逐漸成長。 在發展的過程中結合了海德堡大學本身的學科特色,整合了本校和校外

相關的多個學科教學和科研資源,例如本校強勢的東亞和南亞研究,
 

從下至上探索新的跨學科平臺,並且隨

著課題數量的增多和學術人員的增長,不斷壯大規模,最終成長為一個長期的跨學科中心。
其次,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從師生構成的角度上來看,HCTS 的教師和學生團隊完全不拘泥於本國

師生,而是具有高度的多元性和國際性。 一方面,中心致力於邀請全世界對跨文化問題感興趣的不同領域

的學者來中心進行長期或者短期的授課、訪學交流;另一方面,對學生的招生也打破了單一學科和國籍背景

的束縛;師生團隊成員本身的多元化、國際化特質,也為跨學科、跨國界合作、多學科的協同合作提供了天然

的環境,多元的背景也使得團隊成員能夠不斷地對集群「跨文化」、「跨區域」等研究方法不斷進行探討。
在日常教學中,中心註重「學術共同」的建設,

 

通過靈活豐富、跨學科的教學模塊、導入課程、科研小組等

多種形式,把具有不同學科背景、來自五湖四海的師生凝聚在一起,鼓勵他們通過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促進跨文化、跨學科的科研合作。 另一方面,「數字化平臺」的建設從信息技術上保證了跨區域、跨國的學術

團隊能夠在線上實時地進行資料共享、共同編輯和交流合作,是「學術共同體」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礎。

四、
 

海德堡文化研究中對我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啟示

2021 年 12 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新一輪的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擬在「交叉學科」門類下新增

「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⑨這意味著我國「國別區域研究」將開啟真正意義上「交叉學科」的時代,也意味著

高校將不再將「區域國別學」隸屬於某一特定學科或者學院。 筆者認為我國高校可以抓住這一契機,借鑒學

習海德堡跨文化中心這種從下至上、利用院校本身的學科優勢和資源從小到大的發展路徑,先設立以科研

課題為核心的交叉學科的集群平臺,並通過跨院系的聯合委員會來統籌協調校內資源,進一步推動國別區

域在「交叉學科」維度上的探索、多學科的協同合作。 從宏觀政策層面看,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德國「卓越計

劃」的階段性分批資助,從對「數量」的追求轉移到對「質」的追求,鼓勵各高校發揮探索國別和區域研究發展

新路徑的主觀能動性。
另外,從人才培養模式的角度來看,我國國別區域研究現有的人才培養主要是由各學科自發的,沒有統

一的標準。 國別區域人才的培養基本由單一的專門學院或系,例如國際關系學院、外語學院等來承擔,因而

無論是師資、課程設置還是培養方向都缺乏多元性、交叉性以及對全球視野的關註。 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學
界一致地認為這是「多學科、跨學科的綜合領域」 ⑩,而非一個單獨的學科所能承載。 國別區域人才的培養其

本質上是跨文化的研究人才的培養—即要培養學生和青年學者的跨學科能力及其全球和跨文化視野,因地

製宜地從多個角度、多種方法開展研究的能力,並兼顧到「不同的區域、國家有著各異的自然和文化形態、不
同的國情民意和歷史演進特點」 。 因而筆者認為想要培養未來的國別區域專家,師生都需要置身於一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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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更為多元化的學術平臺,唯有在相互的學術交流、協作中才能獲得更開闊的「區域和全球視野」、更多

元的文化視角,並從其他學科中汲取新的靈感和研究工具,擁有更廣闊的學術思維。 我國高校可以借鑒海

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HCTS)一些先進理念,例如學術共同體創立、海外調研及其經費保障、跨學科課程模

塊、國際化師生團隊等,從多方面來保證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多元性、跨學科性。 高校在創建設立此類「跨學

科」集群時,應把這種「多元化」和「國際化」原則作為創建學科團隊時的第一要素,緊緊圍繞集群的課題不拘

一格吸引各學科和各國學者和學生,輔以靈活、學科交叉的課程安排、國際會議、科研活動和海外訪學等多

種形式,來促進師生圍繞課題來展開多學科科研合作,培養其跨學科能力和全球視野。
此外,筆者認為可以借鑒 HCTS 這一學術共同體中的「願景分享」理念,在國別區域學研究中圍繞「人類

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下的中國答案」等中國概念進行探索,把各國、各學科的人才凝聚在一起,不斷地進

行理論與實踐創新。 這樣,我國高校的國別區域研究項目就有可能在多元、國際化的科研環境中依舊保持

看問題的「中國立場和視角」,建設具有中國風格的國別區域研究。 這也可以成為今後我國國別問題研究的

重要趨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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