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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和平学教席工作总结

市委宣传部：

在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的指导和帮助下，根据南京大学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共建

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以下简称“教席”）协议书，经过教席

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1 月）。

2019 年，召开和平学会议 12 次，出席和平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14 次，邀

请国际学者做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讲座 30 次。国内和平学宣传讲座 10 次；举

办国际和平教育暑期班 2 期，特别是为期 14 天、共 120 人、8 门英文课程（包

括中国 C9 高校 59 人）的东北亚和平教育暑期营；实地考察和平学博物馆/图书

馆 13 次；录制和平学直播/视频 6次；发表和平学论文 3篇；与国际和平学学者

访问交流/商讨合作项目 33 次，特别是商定了与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合作举办“南

京和平论坛”的合作方案。具体活动明细如下：

一、和平研究

1、2018 年 12 月 1 日，刘成教授为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作题为“全球化世界的和

平教育”的学术报告。

刘成教授在桂林参加“全球史视野下

区域国别史研究暨世界史教学研讨

会”，并作和平学宣传讲座，拟定与广

西师范合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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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 12 月 3 日刘成教授在世界历史放映室发表文章《孤立主义与英国脱

欧的历史逻辑》。

3、全省外宣工作推进会暨 2019 年新闻办主任会议。

1 月 24 日，在南京召开。会议指出“加强和平学术研究，与中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合作举办世界和平论坛，搭建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之声的平台。

与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共同发起和平主题传播项目，加强国际和平城市间的互动交

流。推进和平学研究成果外译工程，组织“世界和平城市丛书”出版译介，丰富中

国和平学研究话语体系”。今年是和平学的新起点。教席助理罗清云列席会议。

4、刘成教授在 CGTN 发表题为 Are soldiers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acres?文章。

5、访问意大利（Trieste）的里雅斯特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

2 月 12 日至 16 日，刘成教授一行三人出访意大利，一是与的里雅斯特大学

商讨两校之间的长期师生交流，特别是两校轮流暑期班合作项目；与该校国际处、

人文学院进行两次对话会议，参加了一场学术研讨会。2 月 15 日，在佛罗伦萨

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成教授做了“和平学视域下战争的文化原因”大会报告。

1 月 27 日是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国际

大屠杀纪念日。纪念日由 2005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设计，是为

了纪念 1945年 1月 27日苏联军队解放

波兰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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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举办第三届“中日和平学对话会”。

3 月 16 日至 18 日，刘成作为中方组织者与日本和平学会、立命馆大学等机

构共同主办了第三届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会议地点在立命馆大学大阪分校。日

本同事为此会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日本和平学会的几任会长一直参会并陪同到底，

体现了对中日和平学对话会的重视与期待。

7、刘成与两位硕士生参加在雅加达举办的亚太和平研究协会（APPRA）年会。

会期 5 月 1 日至 4 日，地点为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本届 APPRA 年会有 20

多国的 140 位代表参会，刘教授和其两位硕士生都在会上发表了主旨发言。会议

期间刘成教授还参加了 APPRA 的理事会，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PRA）会长也参

加了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几位参会 IPRA 理事共同讨论下届 IPRA 年会事宜，以及

在中国南京合作召开和平会议的计划。

8、刘成教授参加中宣部人权局主办的长春人权会议并作和平学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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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成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交流和平学。

5 月 15 日，刘成在南京大学高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善衡书院主任陈纪安等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并作“创建和平文化”的报告。

10、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一行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听取和平学汇报。

5 月 23 日上午，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一行来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开展专题

调研。刘成教授在会上汇报了南京大学和平学教席的工作情况，得到蒋部长的高

度肯定，希望教席加强与中宣部的联系与合作，将和平学与人权研究结合起来。

5 月 9 日，“新中国人权 70 年：道路、

实践与理论”研讨会在长春举办，刘成

发表了“和平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与人权”的大会演讲。该演讲稿以题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学思考”，

发表于《人权》2019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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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成教授在世界史前沿论坛发表和平城市主题的演讲。

12、刘成教授与德国 Egon 教授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

13、和平地理学术会议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开幕。

14、刘成教授到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6 月 1 日，第六届世界史研究前言

论坛在浙江省师范大学召开，刘成

教授发表题为“英国考文垂的创伤

记忆与和平构建”学术报告，英国

史与和平学的结合。

7 月 2 日，刘成教授与德国 Egon

教授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查阅资

料，并商谈和平学的合作事宜，期

间巧遇中国人民大学赵秀荣教授，

三人共同探讨和平及英国史问题。

7 月 15 日，和平地理学术会议在

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

系学院开幕，和平地理是和平学

的一个新研究方向。刘成教授和

叶俊峰博士出席了会议，并与参

会嘉宾建立了工作关系。

7 月 22 日，刘成教授和孙朝

靖博士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图

书馆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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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9 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历史与和平论坛。

2019 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历史与和平论坛于 7 月 22 日至 26 日在韩国首尔高

丽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历史非政府组织东亚和平论坛与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

院合办，和平学教席作为会议支持方派员参加会议，主题为“1919 年及其对东亚

和平与和解的历史意义”。会议邀请了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非政府

组织成员、和平工作者、艺术家、高校教师和学生等百余人参会。南京大学和平

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爽作了“Nanjing War Historical Memory and Its Peacebuilding”

的发言，宣介南京和平城市的建设理念与未来规划。

16、“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在新疆开幕。

9 月 3-7 日，中宣部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

讨会”。会议期间实地考察了“暴恐展览”、喀什的“青少年培训中心”等地，刘

成教授在会上发表“和平学视域下宗教与和平的融通”的大会演讲，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做了会议新闻报道。

17、论文《英国“脱欧”的历史缘由与前景展望》发表。

刘成教授应《当代世界》的约稿，在 2019 第 9 期发表题为《英国“脱欧”的

历史缘由与前景展望》的论文。《当代世界》是中联部主办，杂志有关热点论文

上报中央领导参阅。



7 / 29

18、《国际和平城市丛书》（十卷）暨纪念国际和平日研讨会。

9 月 22 日，在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刘成教授主持召开了《国际和平城

市研究丛书》（十卷）暨纪念国际和平日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波兰、日本

等国 20 多人参加会议。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徐蕾教授参会讲话。

19、亚洲、欧洲、美洲学者的“建设和平世界”对话会。

20、和平建设：从东方到西方暨纪念甘地诞辰 150 周年国际研讨会。

10 月 2 日至 3 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和平建设：从东方到西方暨纪念甘地

诞辰 150 周年国际研讨会”会议非常成功。刘成教授在会上发表《非暴力与英国

革命》的主旨演讲。会议安排了甘地孙子和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的网络

连线问答环节。

9 月 30 日，来自亚洲、欧洲

和美洲的三位学者，在韩国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分校进行

“建设和平世界”的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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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 22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二、和平教育

1、2018 年 12 月 3 日，刘成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宣传和平学，做《全球化世界

的和平建设》讲座。

2、刘成教授给德国硕士生讲授和平学。

2018 年 12 月 19 日刘成教授访问德国，商讨中欧非三国和平学合作项目，应邀

给德国的费希塔大学硕士生上一堂关于中国文化与和平的公开课。

10 月 19 日，刘成教授在全国

史学理论研讨会发表演讲，提

出了和平学理论在史学研究

中的跨学科运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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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寻中日和解之旅》的两位作者为南大学生做 16/17 期的和平学教席系列讲

座。

2018 年 12 月 10 日，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Basil Scott 夫妇与日本东京国际基督

教大学 ICU 历史学荣誉教授葛西实夫妇联袂在南京大学开讲：

教席系列讲座第 16 期：中日和解的途径

教席系列讲座第 17 期：剑桥大学和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早期女大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

4、李在勇（东北亚区域和平教育学院 NARPI 执行院长）和奥本京子（大阪女学

院大学国际·英语学部教授，日本和平学院会秘书长）应刘成教授的邀请来宁考

察。他们为南大学生做和平学系列讲座：

3 月 4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18 期：Art and peace

教席系列讲座第 19 期：Restorative justice and peace

3 月 5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0 期：Introduction of NARPI and its works on peace

3 月 6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1 期：Modernization and today’s Japan

教席系列讲座第 22 期：Modernization and today’s Korean

5、刘成教授邀请德国教授埃贡·施皮格尔 Egon Spiegel 为南大学生做 23-30 期的

教席和平学系列讲座：

3 月 8 日， 教席系列讲座第 23 期：Basics of writing a dissertation

3 月 11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4 期：Culture and peace

3 月 12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5 期：Conceptions and peace studies

教席系列讲座第 31 期：文化次元的全球化------以日中间的大众文

化越境交流为中心

第 31 期讲座是由日本清泉女子大学教授大野俊讲

授，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莹专程陪同，与德

国教授 Egon 同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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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6 期：Bala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3 月 18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7 期：Peace and Nonviolence

3 月 19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8 期：Case study: Dresden 1945

3 月 25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29 期：Peace and War

3 月 26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0 期：Socio-historical aspects of architecture

6、日本名古屋学院师生来宁交流。

3 月 16 日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教授邀请，日本名古

屋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佐伯奈津子等师生 11 人来宁交流，举办中日青年

学生交流工作坊。日本学生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之前毫不知情，来南京后才了

解真相。中日学生都希望加强青年间交流，增进了解互信，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7、刘成作英国脱欧问题的学术演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席。

3 月 28 日，刘成教授以“孤立主义：英国脱欧的历史逻辑”为题，阐述了英国

脱离欧盟事件所体现的英国所具有的孤立主义传统。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了

本次活动，到场的嘉宾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勒克莱齐奥教授、法国著名

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高研院副院长从丛教授、文学院张伯伟教授、新

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胡菡菡副教授等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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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成教授到中国政法大学宣讲和平学。

9、刘成教授应邀到曲阜师大参加和平学学术报告会。

4月4日刘成教授应曲阜师大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邀请作学术

报告，围绕和平学的概念、和平学的研究历史、和平学的研究特点、各国和平学

研究状况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儒学与和平学的交叉研究是一个有意

义研究方向。

10、刘成教授在南大人文讲坛做讲座。

4月3日刘成教授到中国政法大学给人

权法的研究生做“全球化世界和平建设”

的讲座。刘教授指出人权研究是和平

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生们对和平学

很感兴趣，课间提问很积极。

5 月 7 日下午刘成教授在南大

仙林校区为师生们做“117 周年

校庆人文社科高端讲座”之《对

革命的再思考------以英国为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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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成教授到长春师范大学与师生们交流和平学

12、郭家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于 5 月 16

日来南京大学为学生做和平学讲座。

教席系列讲座第 31 期：19 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牵头举办的和平建设培训班。

14、刘成教授讲授《和平、战争与冲突化解》的 1-4 集讲座视频上架。

5 月 10 日刘成教授在长春师范

大学宣传和平学，做“和平与冲

突化解的再认识”的讲座。

5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与

NARPI、南大教务处合作的和平教育培训班

海报出炉。八门全新英文和平课程，世界各

国经验丰富的教师，小班教学，丰富多彩田

野调研，有来自东北亚各国及美国的学员，

来自中国C9高校的120名大学生报名参加。

录制工作由超星公司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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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成教授给 20 多国师生做和平学讲座。

6 月 18 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刘成教授给来自英国、美国、德

国以及香港、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做和平讲座。

16、刘成教授赴日本鹿儿岛大学宣讲和平学。

6 月 21 日刘成教授受日本鹿儿岛大学木村教授邀请，给鹿儿岛大学及鹿儿

岛国际大学的师生讲座“和平学视域下东北亚共同体构建的概念与机制”。

17、南京大学 2019 年 C9 国际暑期学校暨 NARPI 和平建设暑期训练营第一期，

于 8 月 9 日在南大举行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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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C9 国际暑期学校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国际和平教育”为主题，

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平台，与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南

大教务处联办。刘成教授在开幕式发表讲话、主题讲课并给来宾介绍南京历史与

和平建设情况。此次夏令营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斯里兰卡，尼泊尔，

加拿大，以及香港，台湾等 120 多人参加培训，为期二周，有八门课程可供选择，

英文小班授课，国内 C9 高校都有本科学生报名参加。

18、联合国政治与和平建设局驻京办负责人 Jomart 先生于 8 月 22 日专程从北京

过来介绍联合国有关东北亚和平事务工作。

19、东北亚和平建设暑期班之意大利，于 8 月 26 日上午开班。

20、意大利暑期班和平教育活动。

8月29日刘成教授带领意大利班的12名留学生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并为师生们做题为《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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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德国教授埃贡·施皮格尔为南京大学学生做和平学系列讲座。

9 月 16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2 期：Roads of peace building I

9 月 17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3 期：Basics of writing a PHD dissertation I

9 月 17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4 期：Experiments with the truth I

9 月 20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5 期：Special topics of peace studies

9 月 23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6 期：Roads of peace building II

9 月 24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7 期：Basics of writing a PHD dissertation II

教席系列讲座第 38 期：Experiments with the truth II

22、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大学教授康上贤淑在南京大学讲课。

10 月 14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44 期：什么事左右未来日中友好关系的钥匙呢？

10 月 15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45 期：如何解读日本经济的过去与未来？

23、刘成教授给 30 多个国家的学生做和平学讲座。

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教（委）育厅共同组织的“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长三角高校国际学生江苏行”活动，刘成教授应邀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

国际学生做了《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的主题讲座，有近 200 名国际学生听讲。

康上贤淑教授全程用中文演讲，此次讲座对加强中日互相了解，

促进中日友好有着重要意义。双方还就和平学合作事宜进行了讨

论，拟开展两校中日学生间的互访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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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台湾大学杨肃献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林美香教授来宁讲座，并为两岸未来和

平活动的合作进行了磋商。

10 月 21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39 期：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对不列颠的地理描

述

10 月 22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40 期：历史怀疑论、古物研究与近代欧洲史学

教席系列讲座第 41 期：祖先的样子：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古

代史书写

10 月 23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43 期：如何研究世界史？个人经验谈

25、昆山杜克大学美籍高级讲师 Eric Jon Eberly 为南大学生讲和平学。

10 月 21 日，教席系列讲座第 46 期：The effects of violence on the individual in

terms of psycho-social trauma

10 月 16 日上午，刘成教授给德国柏

林自由大学学生做了另一场《全球化

世界的南京和平城市建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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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刘成教授为广东省企业家们讲解英国和平发展史，向企业家介绍和平学。

三、和平活动

1、“修复历史创伤，追寻和平之路”直播。

2018 年 12 月 30 日刘成教授在“学习通”上直播讲述和平学视域下的创伤记

忆和和平建构。然后围绕“修复历史创伤，追寻和平之路”的主题展开对话。刘成

教授指出，创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是修复历史创伤追求和平的一种最好途径。

2、刘成教授与德国教授 Egon 和坦桑尼亚 George 博士商定和平学合作项目。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三人在德国讨

论商定了合作项目名称和内容。

George 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目前

在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任教，是

非洲天主教大学和高等研究学院协

会的执行干事，他希望推动非洲国家

的和平学学科建设。

10月26日刘成教授应邀前

往广州，在博研商学院为当

地企业家做为期两天《英国

近现代史-帝国崛起与制度

创新》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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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 12 月 9 日《探寻中日和解之旅》中文版首发仪式。

4、刘成教授陪同《探寻中日和解之旅》的两位作家共同聆听“携手艺术，畅想和

平”音乐会。音乐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音乐厅举行。

南京的和平祈愿，教席与以色列、英国、德国等地的和平机构合作，也同步

举行祈愿南京和平活动。

两位作者及夫人都是近 90 岁的高龄老人，分别从英国剑桥和

日本东京来到南京，参加新书中文版首发式。12·13 期间各

种活动和采访他们都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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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并作为主讲人参加“和平之夜”诵读接力。

6、英国考文垂大学官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天发布刘成在考文垂的演讲报道。

7、与美国学者交流和平学。

1 月 23 日，刘成教授与美国犹太学者交流，谈论对于大屠杀与和平之间关

系的看法，对方非常赞同，主动提出介绍学者来南大讲座及未来合作。

2018 年 12 月 13 日刘成教授陪同国际和平城市

协会会长共同参加公祭日活动。当天举行了铭记

历史守护和平“和平之夜”12 小时诵读接力。刘成

教授向同学们介绍，2017 年 9 月南京正式加入

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组织，成为中国首座国际和平

城市。我们清楚地知道，铭记历史，从不是为了

仇恨，而是为了和平。而促进世界和平，是对那

段历史的最好纪念。接下来，七位同学们将上台，

接力诵读《和平宣言》。

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中心，于 2018

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

天，特别在官网上刊登今年刘成教

授一行去考文垂参会演讲南京和

平城市建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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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德国教授商讨和平学十年合作计划。

9、第三届中日和平学对话会 2 月 21 日在日本大阪召开。

10、刘成教授于 2 月 23 日参观京都国际和平博物馆。

11、刘成教授于 2 月 24 日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

2 月 10 日刘成教授在威尼斯会

见德国教授 Egon，两人回顾十

年合作历程，并共同探讨下一

个十年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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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月 25 日刘成教授分别与广岛大学和平中心主任、广岛博物馆馆长进行深

入交流与合作商讨，参观了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博物馆。

13、刘成教授与李在勇和奥本京子商讨和平教育暑期班有关细节。

14、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师生于 3 月 16 日来宁交流。

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师生一行 11 人访问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研究生交流。

日本学生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之前毫不知情，来南京后才了解真相。中日学生

都希望加强青年间交流，增进了解互信，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22 / 29

15、刘成教授作为理事出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于 4 月 2 日举办的会

议，该协会是中国促进和平的最大非官方组织。

16、刘成教授与 ALP 和学生，4 月 12 日共赴苏大建筑学院商讨南京大学，苏州

大学，考文垂大学，约克大学的四校和平活动的合作问题。

17、《和平之光——江苏女性书画家作品展》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南大和平学教

席是承办方之一。

4 月 20 日江苏女性艺术家们

做客佩斯孔院，探索中国书画

里的和平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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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雅加达明古鲁省省长 5 月 4 日邀请刘成教授观看欢迎节目并交流和平问题。

19、市委宣传部彭正刚副部长带队与教科文组织官员商议南京和平论坛事宜。

20、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logo 设计征集暨微信公众号启动仪式。

21、刘成教授与日本同行确认中日合作计划。

5 月 17 日彭部长、刘成教授与

分管社科与人文科学的教科文

组织助理总干事一行四人会

谈，确定了南京和平论坛的原

则，概念与时间表。

5 月 29 日，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

教授出席活动。教席是拉贝与国际

安全区纪念馆重要支持者之一。

6 月 7 日，端午节接待广岛大学和明星

大学的日本同行，其中川野教授是回访，

竹峰准教授多年前在 IPRA 会议上见过。

这次会面再次确认彼此合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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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丹麦跨文化历史学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来南大交流。

23、参观鹿儿岛的历史博物馆。

24、刘成教授 7 月 5 日与伦敦国王学院的三位教授约谈合作。

6 月 17 日下午丹麦跨文化历史学者何铭生

（Peter Harmsen）来南大交流，刘成教授与何

铭生进行了深度探讨。何铭生撰写了辛德贝格

的专著，使用了原丹麦公司有关辛德贝格的档

案，这是第一次被公司允许使用该档案。

6月 17日晚间刘成教授会见美国学者

David Pickus，其专著 Postcards from

China: Travels along the Grand Canal

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 22 日日本木村教授陪同刘

成教授参观鹿儿岛的与中国历

史有关联的博物馆，并共同探

讨中日历史和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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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成教授拜访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中心原主任 Alan Hunter 教授。

7 月 6 日和 7 日，Alan 邀请刘成教授到 Battle 的新家木屋小住，两位学者橡

树森林漫步，交流人生体验。Alan 是推动中国和平学的功臣，始终如一帮助支

持刘成教授的工作。Alan、高子与刘成分别来自英国、日本与中国，应时应景，

三人于这样一个平和的自然环境中谈论和平的话题。

26、刘成教授 7 月 8 日参观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该馆为和平博物馆。

27、刘成教授 7 月 13 日访问靠近布莱顿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28、刘成教授看望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原主任 Andrew 和 Carol 夫妇。

7 月 17 日，他们是考文垂大学

和平学中心的奠基者，也是帮

助中国和平学发展的最初贡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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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刘成与约克历史系主任劳伦斯教授等四位英国学者见面（7 月 18 日）。

30、刘成教授到苏格兰实地考察。

7 月 20 日刘成教授实地考察苏格兰议会和荷里陆德宫，走访爱丁堡大学历

史系，参观爱丁堡城堡。晚间被爱丁堡大学 Martin Chick 教授邀请至家里做客，

两位教授共同探讨英国史与和平学的课题。

31、南京大学 C9 高校及 NARP 和平教育暑期班 100 多人，8 月 15 日参加了大

屠杀纪念馆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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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南京城市代表向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递交了“共筑和平”之约。BBC, CNN

等国际重要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

9 月 1 日南京城市代表向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递交了“共筑和平”之约。这

张别具一格的城砖拓片与工笔画结合的作品，向世界传递南京的和平心声，传达

了深化友谊共筑和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的愿望。这个活动也有

教科文和平学教席的贡献。

33、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学术论坛。

9 月 12 日刘成教授作为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加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学术论坛•全省文史类学会专场，参会论文共 76 篇，刘教

授及其学生提交有关和平学与和平城市的参会论文两篇。

34、9 月 13 日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 主页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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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刘成教授陪同德国

Egon 教授参观南京和平公园，

并与市委宣传部官员交流。

9 月 19 日上午，刘成教授一行

10 人参观航空烈士公墓，这是

一座正义与和平的纪念馆。

35、参观航空烈士公墓。

36、商定《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和平展的日程安排。

2018 年年底刘成教授在德国期间设想的《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和平展

的日程安排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下午商量确定。

37、参观和平公园

38、刘成教授跟“建设和平世界”会议的会议发起人交流和平学。

9 月 29 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建设和平世界”会议的会议发起人 Lester 夫妇亲自

到机场迎接刘成教授。会前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一起进行深度交流,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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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开会期间，受邀请去 Lester &

Mariam 家里做客，餐前大家在咖啡厅讨论

了《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第三版修

订工作。

大学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是会议组织方之一。

39、刘成教授 10 月 3 日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 Leater Kurtz 教授交流。

40、讨论《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第三版修订工作。

41、英国表演艺术家 Jude 来宁交流。

42、日本日尾山义夫所长来宁商议中日学生交流事宜。

10 月 10 日英国表演艺术家

Jude 访问南京，刘成教授与其

洽谈和平艺术剧合作项目。

10 月 29 日刘成教授约见从东

京过来的日尾山义夫所长一

行，敲定明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中日青年学生南京和平交

流活动的各项行程。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冲突分析与化解（和平学）专业

在全美高校排名第一，Leater Kurtz 教授是非暴力研究

领域的世界顶级教授。刘成与他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相识，在他课上做过一次讲座，后来在南京重逢时讨

论了合作和平学会议，第三次的见面在韩国乔治梅森

大学分校参加他发起的纪念甘地生辰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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