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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问候 
 

亲爱的蓝屋基金会的朋友们： 

 

2023 年 3月 7日，蓝书屋正式获得了根据《德国税法》第 60a条颁发的确认函，正式开始

了我们的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度过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年，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并结

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们的图书馆运营已步入正轨，并得到了汉诺威社区的积极利用。此外，

我们还成功举办了多场文化活动，吸引了广泛的观众，并支持了多位文化创作者完成他们的

项目。 

 

我们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国际理解。我们希望与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

创作者携手，共同创造一个开放、多元的未来。通过我们的项目和活动，我们致力于推动不

同背景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并强化包容性社会的发展。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工作的人士。您的参与和贡献是我们工作的坚实基础。特

别感谢我们的志愿者，他们的努力和投入为我们第一年的各项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份年度工作报告中，您将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和项目概览。我们希望，通过阅读这份报

告，您能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期待您在未来继续与我们同行。 

 

诚挚的问候， 

 

卓诗苹, 胡青 & 王琛 

 



 

 

 

5 

前言 
 

我们是谁？ 

蓝书屋基金会（Blaues Haus Stiftung）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下拥有法人资格的公益基

金会，2022年在德国汉诺威成立。 

 

基金会缘何成立？ 

作为生活在德国的华人，我们亲历了激荡的年代。高墙倒塌，族群交集，疫症流行，战火逼

近，社会纷争。置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空，我们特别需要人文思考，让理性给我们力量；

特别需要公民参与，让守望相助的人们彼此激励，分享智慧的灵光。蓝书屋公益基金会，正

是縁于这一理念而成立的。 

 

我们将做什么？ 

蓝书屋首先是一个中文社区图书馆，我们希望透过与不同教育机构的合作，推动华语教育，

并藉由推广中文阅读，增进海外华人对母语文化的归属感，增进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亲情的维

系。 

作为公益基金会，蓝书屋希望尽绵薄之力，支持不同地区的文化工作人士，推进不同文化与

社会的接触、体验和人文交流。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蓝书屋能在步步扎根、茁壮成长的岁月中，和不同代际的文化工作者一起，

探索历史，记录当下，创造更加开放多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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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書屋基金会，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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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 

 

2023 年，蓝屋基金会开启了丰富多彩的项目和活动，专注于促进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国

际理解。 

 

我们举办了多场文化活动，图书馆服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文化创作者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得到了支持。 

 

以下是实现基金会目标的主要活动概览： 

 

• 项目支持：多位文化创作者得以完成他们的创新项目，丰富了文化体验。 

 

• 文化活动：多场深受欢迎的文化活动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 图书馆服务：蓝屋图书馆在这一年迎来了众多读者与访客，成为社区人们相聚、分

享和探索知识的温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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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图书馆 
 

截至 2023 年，蓝屋基金会图书馆拥有 9,434 本中文书籍，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文学、艺

术、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纪实作品以及青少年和儿童读物。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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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书刊借阅排行榜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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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活动 
 

2023 年，蓝屋基金会启动了“对话蓝书屋”系列活动，共举办了十场文化活动，包括讲

座、工作坊和圆桌讨论。这些活动旨在促进跨文化交流、分享知识并加强社区凝聚力。我们

的目标是吸引广泛的受众群体，涵盖多样化的主题，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开放且富有启发

性的交流平台。 

 

蓝屋基金会的宗旨是：“人，书，遇见”。秉承这一理念，我们通过图书馆、社交媒体以及

各种活动，积极推动社会参与，激发对生活的好奇心，并通过学习和对话传递积极的生活态

度。我们的目标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培养讨论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从而加强不同生活领

域之间的理解。 

 

这些活动是我们实现基金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推动创建开放、包容社区中的关键

举措。 

 

以下是 2023年所举办活动的详细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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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中国高铁的前世今生 

 

 

活动号码: EV23-0001 

日期:  17.02.2023 

时间: 19:00-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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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蓝书屋”系列讲座中，高铁从业者靳松分享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他凭借 20 年的

轨道交通行业经验，梳理了从清末民国的铁路建设到现代中国高铁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并探

讨了高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讲座通过展示从 1998 年通辽至集宁的铁路，到 2007 年南昌站的照片，呈现了中国铁路的

发展和时代变迁。靳松的见解为听众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铁如何塑造国家未来的宝贵视

角。 

靳松先生自 2003 年起便投身于轨道交通行业，尤其是中德轨道交通领域的工作，至今已有

近 20 年的经验。在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不仅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也见证了高铁如何改

变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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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活你希望的样子 

 

 

活动号码: EV23-0002-20230329 

日期:  29.03.2023 

时间: 19:00-20:30  

活动地点: Künstlerhaus | Hofsaal 

Sophienstrasse 2, 30159 Hannover 

讲者:  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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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独立学者柳红作客蓝书屋系列讲座。 

从 2007 年开始，她从事经济学家与 1980 年代中国改革史的研究，出版过《八〇年代：中

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并为《经济观察报》撰写专栏。56 岁以后，她开始攻读博士

学位，目前是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除学术研究外，柳红也是一位马拉松跑

者、舞者、健步行者和社会活动家，参加过多地的全马、半马比赛，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她还是一位失独母亲。 

在 3 月 29 日晚的《对话蓝书屋》讲座中，柳红老师的专场吸引了近 70 名观众。本次的讲

座地点在汉诺威的 Künstlerhaus，这是一座建于 19 世纪中叶的历史建筑，靠近市中心和歌

剧院。 

她分享了在失去独生子子尤后，如何通过长期练习马拉松、成为跑者、舞者以及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来疗愈自己的经历。柳红老师强调了身体、头脑和心灵之间层层相连的关系，并通过

自身的实践，展示了如何通过身体的舒展和头脑的开放，来达到心灵的自我挑战和拓展，她

还分享了 1980 年代，她作为青年学者，在北京参与社会运动的故事。 

柳红分享自己的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和抉择，和汉诺威的观众一起，分享学思历程、个人生

命的坚韧与成长，给在场观众带来了启发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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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活动: 异乡与当下    

 

 

活动号码: EV23-0002-20230401 

日期:  01.04.2023 

时间: 14:00-19:00  

活动地点: C*SPACE Berlin  
Langhansstraße 86, 13086 Berlin 

主持人:  若含、孟常 

嘉宾:  王歌、邹思聪、柳红、酷儿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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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 日，蓝屋基金会与来自荷兰的播客 不合时宜 合作，在柏林举办了一场贯穿

下午至晚间的活动。不合时宜 播客聚焦于那些特立独行、选择在社会规范之外生活的杰出

人物的故事与思考。通过深度访谈和真实洞见，该播客引发了人们对个体性、创造力与“不

一样”的重新思考。这次活动也是蓝屋基金会首次与 CSPACE 合作的尝试。CSPACE 是一

个跨学科的文化与创新中心，致力于促进创意交流、文化互动以及社群连结。 

活动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不合时宜 播客的两位主持人担任活动引导。同时，哲学家王歌

博士、独立学者兼作家柳红女士，以及行动组织“酷儿小分队”也作为圆桌讨论嘉宾出席，与

大家共同探讨“离散与当下”的主题，以及文化工作的当代意义。 

活动分为几个环节： 

• 第一部分：“从北京到欧洲——探索陌生与归属” 

几位演讲者分享了他们在不同文化间生活的个人经历和独特视角。 

• 圆桌讨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们的内心旅程与追求” 

嘉宾们回顾了从 80 年代至今的文化工作历程，以及他们的个人成长与探索。 

短暂休息后，“酷儿小分队”介绍了他们在德国的项目与活动，深入分享了他们在 LGBTQ+、

女权主义、离散酷儿与反种族主义等跨学科领域的工作。 

活动的最后，一场活力四射的摇摆舞环节为整日的讨论划上了轻松的句号。参与者得以在愉

快的氛围中交流、联络，收获启发与友谊。 

此次活动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探讨，还为跨文化交流与网络建立创造了绝佳机会。我们由

衷感谢所有参与者，并期待未来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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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德国教育体制与留学生和华二代在德国高校的职业发展 

 

 

活动号码: EV23-0004 

日期:  29.04.2023 

时间: 15:00-16:3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丁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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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的“对话蓝书屋”讲座系列，邀请了嘉宾德国马格德堡-施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的控

制技术学科教授丁永健先生，分享了他的留德经历。丁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德学

生，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工业界的锻炼，最终重返大学，担任副校长，他的成长历程为年轻

留学生和“华二代”提供了宝贵的职业发展经验。丁教授不仅在学术和工业领域有丰富经验，

还在中德教育文化交流及业界学界发展方面有深入见解。讲座在蓝书屋图书馆举行，吸引了

众多观众参与。 

丁永健教授，江苏人。1978 年进入同济大学建材系学习，1980 年赴德留学，后毕业于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曾先后任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事业部及意

昂（E.ON）电力集团，工作达 17 年。他也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首套数字化安

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仪控专家，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

家委员。 

丁教授现任教于德国马格德堡-施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工业自动化教授，到去年为止为该校

副校长，分管该校教学及国际化工作。丁教授是为数不多具有大陆背景并且在德国高校担任

领导职务的学者，因此在中、德教育文化交流，以及业界、学界发展上拥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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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大家一起来包书吧！ 

 

 

活动号码: EV23-0004 

日期:  12.05.2023 

时间: 14:30-16:30  

活动地点: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工作坊老师:  黄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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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在 5 月 12 日举办了一次包书皮活动，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活动中，大家一

边包书一边享受茶点和轻松的交流，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黄洁老师指导了包书过

程，参与者们通过这个活动，不仅学到了如何保护书籍，也有机会互相认识，分享生活和学

业经验。 

自 2021 年底以来，蓝书屋开始了一项大型书籍保护工程。尽管每周开馆 2 到 4 次，工作人

员（均为义工）在空闲时间包书，但至今只完成了约 40%的工作。一位参与者建议将包书

皮活动作为日常活动，鼓励读者参与，以加快书籍保护的进程。 

蓝书屋举办包书活动，除了了解书籍保护，更希望蓝书屋的朋友们彼此认识，产生碰撞，为

自己制造人类学者项飙说的“附近”的概念，透过对身边事物的关心与投入，以书为中心，建

造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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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用禅学自在生活 

 

 

活动号码: EV23-0005 

日期:  17.06.2023 

时间: 15:00-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工作坊老师:  卢莉蒙 

 

 



 

 

 

24 

 

2023 年 6 月 17 日，蓝屋基金会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工作坊，邀请所有参与者一起探索并体

验禅修的魅力。本次工作坊旨在帮助参与者通过禅修放松身心，并提升专注力、幸福感及抗

压能力。此次活动由现居汉诺威的设计师卢莉蒙发起，她分享了自己通过禅修转化生活中困

难，并将禅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 

日常生活中的禅哲学强调专注于当下，追求简单和觉知。它包括定期的冥想、接纳现实的态

度以及对当下拥有的一切怀有感恩之心。这些原则有助于减少压力，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

识。通过小小的日常仪式和有意的练习，比如冥想、专注的饮食以及定期反思，人们可以过

上更充实的生活。 

本次工作坊以“禅与茶”的形式展开，参与者在轻松的氛围中交流心得，并建立联系，为他们

的生活增添了宁静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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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150 年前的中国留学生 

 

 

活动号码: EV23-0006 

日期:  12.08.2023 

时间: 15:00-17:00  

活动地点: Landesmuseum Hannover | Vortragssaal 

Willy-Brandt-Allee 5, 30169 Hannover 

讲者:  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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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23 日，蓝屋基金会有幸邀请到著名学者、作家及资深媒体人钱钢先生，在汉

诺威州立博物馆的报告厅为“对话蓝书屋”系列讲座做主题分享。 

钱钢先生著有《唐山大地震》、《海葬》、《旧闻记者》和《大清留美幼童记》等作品。他

的代表作《唐山大地震》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及法文，并作为新闻写作课教材在美国和

香港多所大学使用。作为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钢曾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

刊》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并担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 

钱钢先生的讲座基于深厚的历史研究与个人探索经验展开。他以清末北洋水师铁甲舰定远和

镇远的诞生地——斯德丁（现波兰什切青）为例，讲述了这一代海外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

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将个体故事与社会、政治背景相结合，为听众展示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角色与贡献。 

此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听众，不仅包括来自汉诺威及周边地区的听众，还有来自哥廷根、不伦

瑞克、柏林甚至阿姆斯特丹的观众。观众反响热烈，其中一位听众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关

于 150 年前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史料已是非常珍贵，更重要的是挖掘这些史料的过程，非

常曲折。作为严肃的媒体人，每一引用的细节都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这种严谨的科

学作风，折服了听众。” 

另一位听众评论道：“ 钱老师生动的讲解，让历史课上冰冰冷冷的数字和文字变成了一幅幅

温暖的画面，一段段鲜活的生命轨迹。”  

这些反馈显示了钱钢老师的讲座不仅提供了历史知识，还激发了听众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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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谈纳粹德国的贪腐与反腐 

 

 

活动号码: EV23-0007 

日期:  03.11.2023 

时间: 19:00-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陆大鹏 

 



 

 

 

29 

在 11 月，《对话蓝书屋》系列讲座继续进行，这次蓝书屋邀请了译者、作家、世界史研究

者陆大鹏。在蓝书屋，他以自己所翻译的弗兰克·巴约尔所著《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

书为基础，带领在汉诺威的读者一起，探讨纳粹德国的反腐运动及其对该国历史的影响。讲

座提供了对纳粹德国腐败与反腐运动深入的历史分析。 

 

陆大鹏，作家、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出版人。译著包括《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

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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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官家主义：重新解释中国社会历史 

 

 

活动号码: KO23-0003 

日期:  02.12.2023 

时间: 14:00-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Blaues Haus Bibliothek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吴思 



 

 

 

31 

 

“对话蓝书屋”系列讲座在 12 月 7 日邀请了著名知识分子、作家和历史学者吴思，主题为

《官家主义：重新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吴思，作为“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曾任《炎黄春

秋》杂志执行主编，著有多部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著作。 

面对漫长纷繁的中国历史和浩如烟海的古籍，吴思善于发明概念和框架，以此抽丝剥茧，重

新发掘和解读中国传统历史。他最早发明“潜规则”一词时，专指中国历史中广泛存在、但没

有明文书写的规则，这一规则则主宰了传统中国朝廷与民间的关系。 

《潜规则》一书出版后，由于它对中国历史的准确分析，其论述又与中国当代社会积弊形成

尖锐呼应，因此迅速成为媒体和民间广泛使用的流行词。 

在吴思的最新研究中，他提出了“官家主义”一说，以此来分析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经济结

构。吴思不仅关注中国古代历史，也时刻关照当下中国和世界。他更认为，“官家主义”的分

析框架，比封建主义、东方专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概念，更适合描述帝制时期和当代中

国的政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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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活动: 在流动的世界，用创作重逢 

 

 

活动号码: KO23-0004 

日期:  16.12.2023 

时间: 13:30-18:00 Uhr 

活动地点: C*SPACE Berlin  
Langhansstraße 86, 13086 Berlin 

嘉宾: 在场奖学金 

– 张妍、覃里雯、俞锦梅 

不合时宜  

– 若含、 王磬、孟常 

孙谦、邹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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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创作者而言，这一年不仅是反思与治愈过往创伤的一年，更是孕育新希望与创造性

发现的阶段。 

“流动性”依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关键词。全球疫情封锁已经成为过去，而在后疫情时代，人

们对行动自由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然而，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乌克

兰到加沙，战火再起；地震撕裂了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而在全球范围内，从拉丁美洲到

中东，从缅泰边境到美墨边界，数百万流离失所者仍在寻找家园。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突

破性发展带来了欣喜，也伴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些巨变

中发生了深远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文文化创作者如何保持“流动性”，如何守护集体记

忆，并继续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世界？ 

2023 年末，恰逢播客不合时宜创立四周年，蓝屋基金会携手在场非虚构写作资助计划在柏

林举办了一场特别活动。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化创作者，共同探讨“流动性”中的创

作，以及创作过程中的“重逢”。 

这一活动不仅为文化创作者提供了深刻反思的机会，也为多元视角的交流搭建了桥梁，让更

多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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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活动构成了我们推动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支柱，并在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方面产生了持

久的影响。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参与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这些宝贵的交流得以

实现。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举办富有启发性和意义深远的活动，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

解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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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蓝屋基金会今年与来自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多个合作伙伴携手，共同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与

国际理解。以下是今年最重要的合作项目概览： 

 

柏林自由大学 

我们已与哲学系展开初步对话，探索未来进一步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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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学联 

2023 年夏季学期和冬季学期之初，基金会协助支持了汉诺威学联迎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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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裔青少年协会 

此次合作，少年记者们受邀参观了图书馆并了解基金会的工作。他们采访了基金会理事长卓

诗苹女士以及监事会主席靳松先生，后续文章刊登在《华翼》杂志 2023 年 10 月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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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大学 

在与海德堡大学的合作下，我们在汉诺威举办了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专题讲座。此外，我们

还与该校汉学研究系就未来可能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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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奖学金, 不合时宜播客, C*SPACE Berlin 

在场奖学金致力于支持围绕社会相关主题的独立写作，鼓励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不合时宜通过播客和深度访谈，讲述真实故事，激发听众灵感。 

C*SPACE 是位于柏林一个艺术、文化与创新中心，专注于为创意交流和社会变革提供空

间。 

在这些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柏林成功举办了两场以公开讲座和圆桌讨论为核心的

活动周末。这些活动为跨文化对话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进一步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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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与项目资助 
 

蓝屋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艺术、文化、教育以及国际理解的发展。2023 年，基金会通过奖

学金的发放和对精选项目的支持，坚定地践行这一目标。这些举措旨在激发创意潜能、搭建

文化桥梁，并持久推动教育和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和倡议充分体现了其对开放与多元社会的不懈追求。 

 

项目: 后疫情时代与俄乌战争背景下的德国生活 

项目号码: FO23-0001 

题目:  后疫情时代与俄乌战争背景下的德国生活 

 

一个由三位香港记者组成的团队通过这一项目，旨在拓展他们的知识和视野。项目的核心目

标是探索后疫情时代的德国，同时分析俄乌战争对德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项目重点关注疫情结束后德国城市的社会共存现状，以及战争对德国居民日常生活的改变。

团队计划访问柏林及其他城市，以深入了解德国的文化、社会和城市动态。他们特别关注德

国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以及如何重新激发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韧性。同时，项目还研究了

乌克兰难民在德国的生活现状，以及战争对欧洲社会的深层影响。 

蓝屋基金会支持了这一项目，旨在促进跨文化交流，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并聚焦于重要

的社会议题。 

 

此项目于 2023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7 日期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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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写书计划：《狮子亨利》和《汉萨之路》 

项目号码: FO23-0002 

题目:  写书计划：《狮子亨利》和《汉萨之路》 

 

蓝屋基金会支持了这个以筹备和开发两本书籍为目标的项目，旨在让中文读者更容易了解德

国历史。此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和科学研究，完成了《狮子亨利》和《汉萨之路》两本书的创

作。 

第一本书《狮子亨利》聚焦于 12 世纪德国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亨利狮子公，详细介绍了他作

为公爵的角色以及对布伦瑞克、吕贝克和慕尼黑等城市发展的贡献。作者通过参观历史遗址

并记录相关纪念碑，书中提供了对德国中世纪历史的深刻洞见，同时也促进了中德文化交

流。 

第二本书《汉萨之路》探讨了汉萨同盟作为欧洲贸易与文化交流重要篇章的历史。为了记录

汉萨的历史遗迹并将其与当代视角相结合，项目团队访问了吕贝克、汉堡、但泽和里加等多

座汉萨城市。本书将历史研究与作者的个人体验和旅行见闻相结合，为读者呈现了汉萨同盟

的深远影响。 

此项目的支持与蓝屋基金会的宗旨一致，即促进艺术、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通过这些书

籍，不仅揭示了重要的历史主题，还推动了中德两国间的跨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为知识传

播和文化互通搭建了桥梁。 

 

此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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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英国与德国的乌克兰难民政策比较 

项目号码: FO23-0003 

题目:  英国与德国的乌克兰难民政策比较 

 

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超过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约 1600 万人）被迫

流离失所，其中大量难民前往欧盟避难。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数据，截至

2023 年 2 月，欧洲登记的乌克兰难民总数已达到 8,087,952 人，这成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

难民危机。虽然欧盟国家普遍以开放的态度接纳乌克兰难民，但财务压力、社会稳定以及内

部管理挑战使其逐渐接近承受极限。持续的战争对欧盟的难民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 

此项目旨在分析德国与英国的乌克兰难民政策以及乌克兰国内的难民政策。研究目标是比较

这些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差异与共性，并探讨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项目提

出了改进乌克兰难民融入措施和优化欧盟、英国及乌克兰难民政策的具体建议。研究依托来

自政府机构和难民组织的公开数据，同时辅以对乌克兰难民及政府官员的采访内容。 

蓝屋基金会为该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支持。 

 

此项目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 年 9 月 9 日期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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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女性身份与离散主题的写作、播客与活动 

项目号码: FO23-0004 

题目:  女性身份与离散主题的写作、播客与活动 

 

蓝屋基金会支持了这个以欧洲公共议题为核心的项目，特别关注女性视角的探讨。项目深入

研究了离散背景下女性的生活经验，以及女性行动者在国际抗议中的经历。除了通过撰稿激

发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外，项目还延续了专为边缘化群体服务的播客计划，为这些群体

提供表达和对话的重要平台。此外，项目申请者还组织了文化和公共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为

社区搭建了宝贵的交流与互动平台，进一步促进了公共对话的开展。 

 

此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启动，执行期为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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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E.基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蓝屋基金会支持了这个探讨捷克裔德国作家 E.E.基希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的项目。研究过

程中，项目深入考察了基希作品的历史背景和创作过程，并在德国与捷克展开实地调研，分

析了德语文学与中文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历史影响。 

此项目为申请者提供了一个反思其几十年文学创作历程的机会，同时也让他能够重新审视自

身写作的文学根基。项目成果不仅深化了中德两国在文化与文学关系上的理解，还推动了这

两个文化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蓝屋基金会通过支持此项目，不仅助力了一项重要的文学研究，也进一步促进了跨文化对话

的开展。 

 

此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11 月 9 日期间执行。 

 

 

  

项目号码: FO23-0005 

题目:  E.E.基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47 

衷心感谢：致所有支持我们的志愿者与朋友

们 
 

感谢所有热心的志愿者和朋友们，是你们的支持和努力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顺利完成了各

项工作。 

无论是图书馆的日常运营、活动的支持，还是海报设计和网站维护，你们付出的时间、创意

和努力都非常珍贵。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阅读变得更有乐

趣，知识和信息也能够更好地传播给每一个人。 

谢谢你们的付出和陪伴，你们的支持让蓝书屋越来越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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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蓝书屋基金会 

Blaues Haus Stiftung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 nihao@lanshuwu.de 

 

理事会： 

卓诗苹 主席 

胡青 副主席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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