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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问候 
 

亲爱的蓝书屋的朋友们, 

回望过去这一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充实而精彩的时刻！ 

这一年里，蓝书屋基金会不断成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可能性。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我们

持续推动文化、艺术、教育和国际交流，同时也为不同背景的人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每一个

项目的落地、每一场活动的举办、每一次温暖的相遇，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的图书馆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群空间，已成为汉诺威社区的重要聚集点。今年，我

们成功举办了更多文化活动，吸引了更多朋友的参与，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 

同时，我们的资助项目吸引了众多申请者，一些出色的文化和教育计划得以实现。此外，我

们也在社交媒体上拓展了影响力——每周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分享与文化及社会相关文

章，其中不乏读者投稿。我们还推出了 Newsletter，吸引了第一批关注者，并开始运营我

们的 Instagram 账号，希望能与大家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最让我们感到温暖和鼓舞的是，我们的社区正在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我们一起努

力，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社会贡献力量。跨文化交流、创意的激发，以及对艺术和教育

项目的支持，依然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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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离不开每一位朋友、合作伙伴和志愿者的支持。你们的热情、创意和投入，给

了我们无穷的动力，也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在此，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 

在这份年度报告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过去一年的点滴与收获。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

继续与你们携手，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可能！ 

 

诚挚的问候， 

卓诗蘋，胡青 &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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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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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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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书屋基金会: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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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的工作持续发展，并迎来了新的活力。 除了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

的项目和倡议，我们进一步拓展了活动内容，吸引了更多图书馆读者，并增强了在社交平台

上的影响力。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文化、艺术、教育和国际交流，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

果。 

 

基金会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发挥长期而积极的作用。我们举办了多

场文化活动，支持了多个优质的资助项目，并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更具体的帮助。同时，我

们不断完善图书馆的运营，拓展传播渠道，让更多人能接触到我们的内容和活动。 

 

 

年度回顾：我们的核心工作 

 

🔹资助项目与奖学金 

我们为众多文化创作者及其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具有创新性和文化价值

的想法。今年，我们的资助范围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元的艺术与文化表达得以呈现。 

 

🔹 文化活动 

我们的活动规模和类型不断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

频繁，也促进了各社群之间的理解。今年尤其让我们欣喜的是，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们积极参与其中，展现了文化活动更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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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运营 

蓝书屋图书馆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吸引了大量读者前来阅读和交流。它已经不

仅仅是一个借阅书籍的地方，更成为了一个充满思想碰撞与灵感交流的文化聚点，在汉

诺威的文化生态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 文字与传播 

我们持续拓展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尤其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每周发布社会与文化相

关的文章，并鼓励读者投稿。这些内容不仅让我们与更多人建立联系，也开启了关于文

化与社会议题的交流，让基金会的工作被更多人看见和关注。 

 

未来，我们将继续与各界伙伴合作，支持更多优质的文化、艺术、教育和国际交流项目，让

这些领域的发展更加扎实有效。感谢每一位关注和支持蓝书屋基金会的朋友，你们的参与让

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意义。我们期待在未来开展更多项目，为社会带来实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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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图书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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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图书馆 
 

截至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的图书馆藏书量已达 9,450 册中文书籍，内容涵盖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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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为不同

兴趣和年龄段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也让图书馆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知识空间。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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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书刊借阅排行版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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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活动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持续举办“对话蓝书屋”系列活动，并在图书馆定期组织讲座。这

些活动不仅是知识分享的平台，也为跨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创造了空间，让不同背景的人们

相聚、对话，进一步推动社区的联系与互动。 

今年，我们在蓝书屋柏林的学者之家启动了“柏林客厅”系列活动。 学者之家不仅是文化

工作者的创作驻留空间，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充满启发性的小型公共场域。通过讲座、座谈等

形式，我们希望在这里激发新的思考，促进深入的交流。 

与此同时，我们与各地的合作伙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除了在汉诺威，还成功在柏林、法

兰克福和海德堡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这些合作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朋友们，也进一步拓展了

基金会在不同文化社群中的影响力。 

蓝书屋基金会始终秉持着“人，书，遇见”的理念。无论是通过图书馆、社交媒体，还是各

类文化活动，我们都希望促进社会参与，激发对世界的好奇心，并通过学习与对话带来新的

思考与启发。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人相聚，创造对话的空间，推动跨文化交流，加深彼此的

理解。 

文化活动仍然是基金会工作的核心，它不仅为创意和思想提供了表达的平台，也让人与人的

相遇更具意义，让不同视角的交汇产生新的可能性。 

 

以下是 2024 年举办的各项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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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穿越文化與語言的疆界：德國教授在台灣的佛學人生 

 

 

活动号码.: KO24-0001 

日期:  14.02.2024 

时间: 19:00 – 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康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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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蓝书屋基金会与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合作，继续开展《对话蓝书屋》 讲座

系列。2 月 14 日，我们邀请了台湾华梵大学的 Hans-Rudolf Kantor 教授，与大家分享

他在佛学研究和跨文化哲学领域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本次讲座由哲学家王歌博士主持，

她通过深入的问题和思考，引导现场对跨文化哲学对话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讲座回顾了 Kantor 教授的学术历程和个人经历，从他早年在印度的求学经历，到后来在中

国和台湾的研究与教学。他特别分享了在西方与亚洲哲学的对话中，所经历的挑战与机遇，

以及如何将佛学思想融入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 

这场讲座不仅探讨了哲学与宗教的交汇，也拓展了跨文化交流的视野，为不同思想和生活方

式之间的理解搭建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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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在德国法庭当翻译，我看见移民百态 

 

 

活动号码.: EV24-0001 

日期:  13.03.2024 

时间: 19:00 – 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卓诗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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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13 日，蓝书屋图书馆迎来了农历新年后的首场活动。在这次讲座中，蓝书屋

基金会的理事长卓诗蘋与听众分享了她的成长、求学以及作为德国法院认证翻译的个人亲身

经历。 

卓诗蘋出生于台湾，现居德国汉诺威。2014 年，她被汉诺威地方法院正式任命为宣誓翻

译。在讲座中，她回顾了自己在台湾和德国的学术经历，以及如何走上法庭翻译的职业道

路。 

选择来德国求学，是她从小的心愿。然而，作为一名新移民，她也经历了语言障碍与文化适

应的挑战，从一个对德语一无所知的初学者，逐步成长为能够自信跨越语言鸿沟的翻译工作

者，并成功融入德国社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法院宣誓翻译这一职业，并在旅居德

国二十年后，决定考取资格认证，正式成为法庭翻译。 

在她看来，帮助移民克服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是一项重要的使命。透

过自己的经历，她希望鼓励更多移民勇敢面对挑战，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异国社会中建立属

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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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从高定秀场到环保泳衣：我在德国的时尚旅程 

 

 

活动号码.: EV24-0002 

日期:  26.04.2024 

时间: 19:00 – 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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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6 日，蓝书屋 邀请了时装设计师祁晶晶，与听众分享她的时尚之路。从伦敦

和巴黎的璀璨高定秀场，到她在汉诺威创立可持续时尚品牌 boochen，这场讲座带领大家

走进一个不断变化的时尚世界。 

祁晶晶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讲述了她如何从快时尚行业的高速运作模式，逐步转向注重环

保与可持续的慢时尚设计。她深入探讨了可持续时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强调品质与责任

在当代时尚中的重要性，并分享了自己如何从纯粹的美学追求，转向将时尚作为价值观表达

和社会变革工具的深刻理解。 

这场讲座不仅让听众对可持续时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开启了关于可持续发展、创意创新

以及时尚行业社会责任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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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对话 | 重要的不是艺术：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 

 

 

活动号码.: KO24-0005 

日期:  11.05.2024 

时间: 15:00 – 17:30 Uhr 

活动地点: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 

Habelschwerdter Allee 30, 14195 Berlin 

嘉宾:  栗宪庭, 廖雯, 靳卫红, 阿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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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基金会携手柏林自由大学，共同举办了一场重磅专题讨论，聚焦 1980 年代以来中国

当代艺术的发展。本次活动深入探讨了塑造这一艺术潮流的创作趋势及社会背景，为听众提

供了深刻的观察视角。 

活动由柏林自由大学 Hans Feger 教授开场，他回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脉络，梳理了

理论背景，并强调了跨学科对话在理解这一艺术运动中的重要性。 

本次讨论汇聚了多位来自艺术、学术与文化领域的重量级嘉宾： 

• 栗宪庭，资深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媚俗艺术等先锋流派的成长影响深远； 

• 廖雯，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入研究； 

• Michael Kahn-Ackermann，汉学家、前北京歌德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德

文化交流； 

• 靳卫红，艺术家、《江苏画刊》前主编，深耕艺术评论与实践，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当

代艺术的发展变迁。 

讨论围绕“85 新潮”以来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展开，深入探讨了当代艺术在 2000 年代后

商业化的进程，以及艺术表达与政治环境的张力。同时，嘉宾们也分享了对女性主义艺术的

兴起、中西艺术流派的互动与影响等议题的观察与思考。 

本次活动采用同声传译，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充分参与讨论。 

通过这场对话，蓝书屋基金会进一步推动了艺术、跨文化交流和批判性思考，为理解中国当

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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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在德国做国际新闻的十年：见证这个世界重新走向割裂 

 

 

活动号码.: EV24-0003 

日期:  25.05.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孙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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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5 日，《对话蓝书屋》 邀请了国际记者、独立媒体人孙谦，分享她在新闻行

业多年的从业经验。讲座不仅带领听众深入了解她的媒体工作，还探讨了全球不同地区的新

闻生态以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 

孙谦在德国完成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硕士学位，2014 年进入 Ruptly-RT 新闻频

道，正式开启职业生涯。这段经历让她深入接触国际媒体体系，并对西方主流媒体之外的替

代性声音有了更多思考。自 2017 年起，她成为自由记者，曾为凤凰卫视、德国之声、端传

媒等多家媒体撰稿，报道重点涵盖德国与欧洲政治、移民议题，以及华人群体在社会与政治

讨论中的角色。 

在本次讲座中，孙谦分享了她在德国、印度、乌克兰等地的报道经验，并结合自己对德国社

会舆论和政治变化的观察，分析新闻行业的发展趋势。她特别探讨了当代驻外记者所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以及在全球政治日益极化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如何应对传播环境的变革。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新闻调查、纪录片制作，并曾深入冲突地区报道的媒体人，孙谦为听众带

来了多层次的新闻行业观察，剖析了媒体如何影响全球舆论格局。 

本次活动为国际新闻的动态发展、数字时代的媒体生态以及多元化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提供了

深刻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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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客厅 | 文化工作的离散与在场   

 

 

活动号码.: EV24-0004B 

日期:  01.06.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 ∙ 柏林客厅 

讲者:  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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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除了在汉诺威延续了《对话蓝书屋》活动系列之外，我们也在柏林

开启了《柏林客厅》，一个专为文化交流与思想对话打造的新空间。这个空间为文化创作者

和感兴趣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让大家能够围绕重要的社会与文化议题展开讨论，促进深入

的交流。 

《柏林客厅》 的首场活动邀请了吴琦，他是当代中国文化与出版界的重要人物之一，现任

《单读》主编，主持播客《螺丝钉》，参与撰写《方法即自我——与项飙谈话》，并翻译

了詹姆斯·鲍德温的多部作品。 

在讲座中，吴琦探讨了文化工作中的“流散”与“在场”之间的张力。他回顾了近年来中国

社会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年轻文化人选择离开国内的趋势，以及在不同文化空间之间游

走所面临的挑战。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与跨文化实践方

式？一种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更是主动塑造文化表达新路径的实践？ 

作为编辑与作者，吴琦长期关注年轻一代的思想、情感与困境，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影响当代

社会的重要议题。《单读》近年来的专题如**“重返世界”“走出属于我的房间”“流散与

在场”，正是对当代社会剧变中人们如何寻找自身位置的深入探讨。 

《柏林客厅》 旨在成为一个自由交流和探索文化议题的空间，而这场活动不仅为思考文化

迁移、个人身份以及当代文化创作提供了新的视，也为蓝书屋基金会的《柏林客厅》拉开了

富有启发性的序幕。 

未来，这里不仅是文化创作者安心工作的空间，也将成为开放的对话平台，促成思想交流、

深度讨论，并推动跨文化合作与创意项目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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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讲座 | 柳红人生经验分享会：活你希望的样子 

 

 

活动号码.: KO24-0006 

日期:  07.07.2024 

时间: 14:30 – 17:30  

活动地点: Saalbau Dornbusch 
Escherheimer Landstraße 248 
60320 Frankfurt 

讲者:  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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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7 日，蓝书屋基金会携手德国华人金融学者协会（VCAF），在法兰克福邀请

了独立学者、作家、马拉松跑者柳红，分享她的个人与职业经历，以及她对韧性、身体训练

与精神成长的思考。 

柳红是一位经济学者、作家，同时也是维也纳大学的博士研究员。自 2007 年起，她研究中

国经济学家的发展历程及 1980 年代的改革史。除了学术研究，她还是一位热爱长跑的运动

者，曾在西藏、北京、维也纳、雅典等地参加马拉松和长途徒步活动。她的生命轨迹充满挑

战与转变：2006 年，她经历了独生子的离世，在巨大的人生变故中，她选择以运动、学术

和社会参与为动力，努力活出既忠于自我、又承载孩子精神的生活方式。 

在这场讲座中，柳红分享了自己如何面对个人失落，如何通过运动和学术研究锻炼身心、拓

展视野，以及如何在社会参与中找到新的意义。她特别谈到简单生活、自由精神及与年轻一

代的对话对她而言的价值，并探讨了这些理念如何帮助自己培养心理韧性，适应人生的挑

战。 

通过这场交流，柳红将学术思考与个人经历交织，展现了身心成长在个人、社会和思想层面

的重要性。此次活动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听众思考个人韧性、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

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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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从南京到汉诺威的跨国书旅：我如何做汉诺威的选书人？ 

 

 

活动号码.: EV24-0005 

日期:  16.08.2024 

时间: 19:00 – 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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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6 日，蓝书屋基金会邀请德语文学学者、译者钦文举办讲座，分享他作为蓝

书屋图书馆书目策展人的经验。讲座深入探讨了图书馆藏书遴选的标准与考量，同时也引发

了关于阅读在数字时代的意义的思考。 

作为蓝书屋图书馆的书目策展人，钦文介绍了构建国际文学馆藏所面临的挑战和思考。他精

选了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德语文学作品，并探讨了它们如何帮助移民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德

国文化与社会。他特别强调，与孩子共同阅读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也能在家庭内部建立跨

文化连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 

此外，钦文还反思了当今社交媒体和数字内容如何影响阅读习惯。在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成

为主流的时代，他提出持续深度阅读的长期价值，并探讨文学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成长与精

神世界。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钦文与观众交流了阅读兴趣、文学选择及跨文化交流等话题，为大家提

供了不同视角的思考。 

本次活动不仅突出了阅读对于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也让听众了解到图书馆策展工作背后的深

思熟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学、阅读与文化交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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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客厅 | 在乌克兰，大家对我说了哪些悄悄话？ 

 

 

活动号码.: KO24-0007 

日期:  26.08.2024 

时间: 19:00 – 21:00 Uhr 

活动地点: 蓝书屋 ∙ 柏林客厅 

讲者:  公爵 

 

https://lanshuwu.de/zh-hans/festival/%e5%9c%a8%e4%b9%8c%e5%85%8b%e5%85%b0%ef%bc%8c%e5%a4%a7%e5%ae%b6%e5%af%b9%e6%88%91%e8%af%b4%e4%ba%86%e5%93%aa%e4%ba%9b%e6%82%84%e6%82%84%e8%af%9d%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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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客厅》的分享中，前斯拉夫学家、自由撰稿人及译者公爵分享了他在乌克兰的最新

经历。过去两年，他持续关注俄乌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翻译工作，而今年，他首次踏上乌克兰

的土地，走访了利沃夫、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城市。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亲身观察

到乌克兰社会在战争三年后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公爵在讲座中讲述了乌克兰社会的多重现实，其中许多现象相互矛盾，充满复杂性。他探讨

了不同地区的纪念活动如何反映历史记忆的分歧，以及宗教和亚文化在社会凝聚力中的作

用。此外，他还分析了拒服兵役的困境，并深入讨论了乌克兰的政治格局、社会分裂、腐败

问题，以及人们如何面对历史遗产的重新解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战时经济状况、教

育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以及乌克兰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除了对宏观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剖析，公爵还分享了在乌克兰的个人经历与意外相遇，这些真

实的交流让他超越媒体报道，获得了更为细腻和多层次的理解。 

本次讲座由蓝书屋基金会与 TofuStand（一个支持自出版及自组织基础设施项目的平台）

联合举办，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的空间，让人们得以思考战争对乌克兰社会的深远影

响，并围绕一个处于非常状态的国家展开批判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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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重现消失的旋律：台湾当代教育中的原住民音乐 

 

活动号码.: EV24-0006 

日期:  31.08.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吴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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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蓝书屋》的讲座中，音乐民族学者吴佩珊探讨了台湾原住民音乐文化的传承及其在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发展。这场讲座不仅回溯了原住民文化认同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背景，也

深入讨论了原住民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的再现方式及所面临的挑战。 

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移民社会，其中南岛语系的十六个原住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2.52%。几个

世纪以来，原住民的历史、知识与文化一直受到主流政权的影响，并常常通过外来视角加以

诠释。然而，自 1980 年代末台湾进入民主化进程以来，多元文化、族群认同及地方文化的

复兴，逐渐成为文化与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 

吴佩珊在讲座中指出，长期以来原住民音乐的诠释权主要由汉族主流社会所掌控。她的研究

重点在于，原住民群体如何在现代学校体系中自主传承并重塑其传统歌唱实践。尤其是歌唱

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社会仪式和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集体记忆、历史与知识的传递。 

吴佩珊曾是台湾的钢琴教师，如今定居德国，现为汉诺威音乐、戏剧与媒体学院的音乐民族

学博士研究员。她的研究涉及原住民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的呈现，并关注文化身份、变革性正

义以及“传统的再造”等相关议题。除了学术研究，她还积极推动台湾与德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通过实际项目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合作。 

本次讲座为文化身份与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讨论空间，同时也为跨文化对话作出了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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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讲座 | 新闻的黄金年代以后，各自寻路 

 

活动号码.: EV24-0007 

日期:  21.09.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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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1 日，蓝书屋基金会邀请了非虚构作家、记者杨潇，分享他职业生涯中的关

键时刻，以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所做出的个人选择。 

杨潇的新闻职业生涯始于 2004 年新华通讯社，他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新闻业“黄金时代”

的尾声。此后，他先后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等市场化媒体，亲历了中国

新闻行业从高峰期到挑战，再到深刻转型的全过程。在讲座中，他回顾了 2004 年至 2024 

年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发展变迁**，并探讨了这一过程如何映照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 

除了新闻报道，杨潇也是深具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家。他的代表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

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荣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旅行写作奖、刀锋图书奖年度纪实，并被评为

豆瓣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 No.1。他的作品融合社会观察、个人思考、历史与文化地理，使

他成为当代中文非虚构写作中极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本次讲座不仅深入剖析了中国新闻行业的变迁，也展现了独立媒体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所

面临的挑战。同时，杨潇的经历提供了一种跨越新闻、写作与时代变革的个人视角，让人们

得以思考一代人如何在不断演变的媒体环境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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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乡愁、认同与抗争：台语歌曲在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中的角色 

 

活动号码.: EV24-0009 

日期:  26.10.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杨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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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6 日，蓝书屋基金会邀请音乐民族学者杨广泽（Yang Kuang-Tze）在蓝书

屋图书馆举办讲座，探讨当代台湾音乐的发展及其与文化认同和政治表达的紧密联系。本次

讲座深入分析了音乐如何成为台湾社会中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 

尽管台湾闽南语源自中国南方的闽南地区，但台湾音乐已发展为独立的音乐文化。自 20 世

纪上半叶日本殖民时期形成以来，台湾音乐融合了民间音乐、现代音乐产业与流行文化，不

仅是娱乐方式，更是象征地方意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 

自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台湾歌曲便与社会运动及政治事件紧密相连。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2014 年太阳花学运期间，摇滚乐队 Fire EX.（灭火器乐团）创作的歌曲《岛屿天光》

（Island‘s Sunrise）成为抗议运动的代表性歌曲，展现了音乐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影响

力。此外，在台湾的选举活动和政治仪式上，台湾音乐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其独特的曲风与

语言不仅表达文化认同，也体现政治立场和社会价值观。 

杨广泽现为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世界音乐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包括音乐文化、全球音乐

史及跨学科文化研究。在此次讲座中，他深入剖析了台湾音乐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文化

表达和政治动员的工具，并探讨了其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这场讲座，蓝书屋基金会促进了对音乐、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入探

讨，同时推动了关于音乐表达及其社会影响的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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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活动 | 写作的决心 —— 以非虚构回到人性真实 

 

 

 

活动号码.: KO24-0008 

日期:  08.11. 及 09.11.2024  

时间: 
08.11.2024, 19:00 – 21:30  
09.11.2024, 14:30 – 19:00  

活动地点: C-SPACE Berlin gGmbH 
Langhansstraße 86 I 13086 Berlin 

嘉宾:  
不合时宜，杨潇，李梓新 

林秋銘，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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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蓝书屋基金会在柏林举办了为期两天的系列活动，汇聚多元主

题，内容丰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思想碰撞与跨文化交流的盛宴。 

 

08.11.2024 – 不合时宜 ∙ 真人图书馆 

播客《不合时宜》策划了一场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八位嘉宾作为“活书”与观众交流。真

人图书馆的理念将每个人视为一本书，通过分享个人经历，消除偏见，增进相互理解。 

在这场特别的对话中，每一场交流都成为了一次思想的旅行，嘉宾们不仅分享了他们的人生

故事，还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与参与者探讨社会、职业和个人成长等话题。这一活动为深

入对话提供了独特的平台，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更加深刻和立体。 

 

不合时宜以及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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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9 日 –  写作的决心 —— 以非虚构回到人性真实 

11 月 9 日下午，蓝书屋基金会与「在场」奖学金合作，在柏林举办了一场围绕非虚构写作

的主题题活动「在场」奖学金始于 2021 年，致力于个体与世界的交汇点，鼓励全球非虚构

华语创作者记录那些「非写不可」的真实故事。迄今已举办四届「非虚构写作奖学金」，并

于 2024 年启动首届「非虚构翻译奖学金」。 

本次活动包括三场主题演讲和一场圆桌讨论： 

• 杨潇（非虚构作家）：重走《重走》—— 一个非虚构文本的产生 

• 李梓新（三明治创始人）：非虚构是新闻还是文学？—— 海外离散华人的表达探索 

• 在场沙龙：在个体与公共之间，写下时代的心灵 

o 与谈嘉宾：杨潇、李梓新、林秋铭、树琼 

这场活动探讨了写作的意义——不仅作为一种新闻实践，更作为一种记录人性、保存个体

故事的方式，在社会变迁中留下独特的见证。嘉宾们分享了他们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书写个

人与时代的交汇点，并通过非虚构写作反思现实、连接不同文化语境，为社会对话提供更丰

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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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场周末活动，蓝书屋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拓展对非虚构文学、媒体和社会变迁视野的机

会，并生动展现了个人叙述与跨文化思考在理解和记录我们时代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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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放映会 |《矿民、马夫、尘肺病》 

 

活动号码.: KO24-0010 

日期:  13.11.2024 

时间: 18:00 – 21:30  

活动地点: 海德堡大学 

Raum HS05 (0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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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蓝书屋基金会的合作框架下，海德堡大学举办了导演蒋能杰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

肺病》的学术放映活动。活动提供了德语和中文的同声传译。主要观众是大学的学生，特别

是来自汉学、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群体。 

放映结束后，观众围绕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职业病的预防和医疗保障展开了讨论。 

这次活动促进了电影、学术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也让参与者思考纪录片在呈现社会现实中的

作用，并探讨了健康、劳动和社会责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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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放映会 |《村小的孩子》 

 

活动号码.: EV24-0008 

日期:  16.11.2024 

时间: 15:00 – 17: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蒋能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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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6 日，蓝书屋基金会在汉诺威的蓝书屋图书馆放映了中国导演蒋能杰的纪录

片《村小的孩子》。这部影片讲述了中国农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他们在父母进城务工后

独自成长的经历。通过真实的影像，观众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并思考城市化

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放映结束后，观众有机会与导演交流，进一步探讨影片所呈现的问题。 

蒋能杰出生在湖南农村，父母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的成长经历让他对留守儿童的处境有

深刻的理解。这些孩子的父母进城打工，而他们留在乡村，面临教育资源不足和缺乏家庭陪

伴的问题。影片真实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展现了他们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火车上货物堆积如山。农民工挤在车厢里。镜头摇曳，车窗外事物模糊。南来北往的中国农

民工如候鸟，去大都市，谋活路，他们的身后，是留下来的老人和孩子。 这构成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诸般相连的景象，并分别拥有专属的名词。外出打工者是农民工群体，留在农村

的是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这也是中国导演蒋能杰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的开篇场

景，一个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的故事，以此为背景展开。 

放映结束后，导演蒋能杰与观众交流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并分享了他的想法。他谈到，中国

经济不断发展，但农村教育依然面临很多困难。讨论还涉及社会责任、制度性障碍以及可能

的解决办法，观众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问题和看法。 

蓝书屋基金会希望通过文化活动促进跨文化交流，让重要的社会议题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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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你和你的艺术站在哪里?“ 

 

活动号码.: EV24-0010 

日期:  13.12.2024 

时间: 19:00 – 21:00  

活动地点: 蓝书屋图书馆 

Maschstr. 7, 30169 Hannover 

讲者:  陈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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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3 日，蓝书屋基金会邀请艺术家陈逸飞来到汉诺威蓝书屋图书馆，分享他的

艺术实践以及对社区艺术和自组织空间的研究。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对艺术与社会关系感兴

趣的观众，并围绕如何在传统艺术机构之外探索新的艺术实践展开了讨论。 

陈逸飞于 2019 年离开北京的主流艺术圈，加入了广州的一个另类社区。在这些城中村里，

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包括农民工、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可以以较低成本获得居住和创

作空间。一些居民将自己的住所改造成半公共的文化场所，尝试构建更自由、实验性的艺术

与文化空间。这种做法与香港、日惹、东京和台北等地的类似运动相呼应，许多年轻人正在

这些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试图摆脱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 

在讲座中，陈逸飞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在社会中的意义是什么？他最初认为，艺术家

的职责是为观众提供新的视角，但在深入社会实践后，他开始思考艺术的局限性——艺术

是否能超越精英阶层的装饰品或单纯的社会批判，发挥更实际的作用？ 

通过多个案例，他展示了艺术如何成为社会催化剂，增强社区凝聚力，并创造新的集体经验

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他引用了约尔格·伊门道夫（Jörg Immendorff）的作品《你的艺术

站在哪里，同仁？》（Wo stehst Du mit Deiner Kunst, Kollege?），这幅画探讨了个人

创作空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艺术不仅是一种创作形式，更是促进社会对话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此次讲座让观众思

考另类艺术实践、社区建设以及艺术的社会责任，并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共同探讨这

些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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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版画工作坊｜刻印你的故事 

 

活动号码.: EV24-0011 

日期:  14.12.2024 

时间: 12:15 – 15:15  

活动地点: Elsa-Bränström-Schule 
Hilde-Schneider-Allee 30, 30173 Hannover 

工作坊导师:  陈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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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4 日，蓝书屋基金会与汉诺威欧亚培艺教育学校合作举办了一场青少年木刻

版画工作坊，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创作呈现自己的想法、经历

和价值观。 

木刻版画是一种传统的印刷技艺，不仅承载着重要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引发个人

思考和交流的艺术媒介。每一幅雕刻作品都带有创作者的独特印记，使内心的声音得以可视

化。本次工作坊主要面向青少年，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技艺，将个人经历或社会相关议题—

—如记忆、价值观、社会公正或个人表达——以艺术的形式呈现。 

工作坊由陈逸飞主持，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版画艺术家，长期从事社区艺术创作，并将 DIY

文化与集体艺术项目相结合，探索欧洲的自组织创作实践。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手工杂志

《刺纸》，也是中文艺术自媒体“夹山改梁 Jasagala”的发起人之一。他以 DIY 与互助的

方式参与社群艺术实践，目前正在德国总理奖学金项目支持下，在欧洲开展关于社群艺术与

自我组织的研究。 

在工作坊中，青少年不仅学习了传统版画技艺，还亲手设计并制作了自己的作品，这些图案

可以印制在织物或纸张上。整个过程中，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学习体验，也为自由表达与跨

文化交流创造了空间。 

通过这次活动，蓝书屋基金会进一步践行其对艺术与文化的推动，强调艺术在个人成长和社

会讨论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实践机会，让他们通过创作探索和表达对重要

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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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活动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多机会，让人们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领域。今年，我们很高

兴看到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参与者，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在一起，交流想法，开拓

新的视角。 

在这些对话中，大家围绕社会议题、艺术创作以及文化认同和记忆展开讨论，彼此分享经

验，获得新的启发。无论是与老朋友相聚，还是结识新伙伴，这些交流都让我们更加确信，

它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未来能继续推动更多这样的互动。 

感谢所有参与和支持我们的人，正是你们的开放和投入，让每一场活动都充满思考和对话。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举办内容多元、领域丰富的活动，与大家一起探索、讨论，并建

立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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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蓝书屋基金会今年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多个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推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理

解。以下是本年度的重要合作伙伴： 

 

柏林自由大学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与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合作，成功举办了两场重要活动： 

• 2024 年 2 月 14 日：汉诺威蓝书屋图书馆，Hans-Rudolf Kantor 教授专题讲座。 

• 2024 年 5 月 12 日：柏林自由大学，栗宪庭、廖雯、靳卫红和阿克曼 参与的讲座与

圆桌讨论，吸引了约 150 名观众。 

这次合作不仅推动了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也加强了彼此在活动组织上的相互支持。我们希望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基金会的主题，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活动。与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的

合作为学生、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对话平台，围绕社会与文化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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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大学 

2024 年 11 月 13 日，蓝书屋基金会与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合作，放映了蒋能杰执导的纪录片

《矿民、马夫、尘肺病》。该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并为探讨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社会和健康

问题**提供了专业交流的机会。 

此外，蓝书屋基金会与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将进一步展开讨论，以探索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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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学联 

蓝书屋基金会希望让更多学生了解基金会的工作，并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2024 年，基

金会支持了学联在夏季学期和冬季学期初举办的信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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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裔青少年协会 

蓝书屋基金会将欧洲华裔青少年协会出版的《华翼》杂志纳入蓝书屋图书馆馆藏。 

《华翼》为季刊，主要面向欧洲的华语青少年和家庭，内容涵盖个人叙述、文化思考和社会

议题，并特别关注华人社群的语言与文化交流。 

通过收录《华翼》杂志，蓝书屋基金会希望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机会，了解欧洲华语青少年

的多元视角和成长经历，进一步推动对文化与身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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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奖学金 

在场奖学金成立于 2021 年，旨在支持中文非虚构写作，通过奖学金、导师指导、出版资助

和工作坊，为创作者提供成长和交流的机会。该项目面向关注社会议题的作者，希望通过他

们的写作呈现新的视角，推动公众讨论。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支持了在场奖学金中的“欧洲移民写作”项目。获奖者受邀参加

2024 年 11 月 9 日在柏林举办的公开活动，并与嘉宾及观众交流。讨论围绕华人移民经

历、文化认同及迁徙议题展开，这些主题也是蓝书屋基金会关注的重点之一。 

此外，蓝书屋基金会也计划为作者提供在德国的驻留机会，让他们有时间和空间深入调研，

并推动作品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一支持，基金会希望助力文化创作者，为跨文化理解和社

会反思提供更多声音和视角。 

 

 

  



 

 

 

72 

德国华人金融学者协会   

德国华人金融学者协会是一家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国际学术与专业

交流促进教育和知识传播。协会定期举办活动，从跨文化视角探讨经济和社会议题，促进学

者、专业人士和学生之间的对话。 

2024 年 7 月 7 日，蓝书屋基金会与 VCAF 合作，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作家与经济学家柳红的

专题活动。本次活动围绕教育、个人发展和社会变迁展开讨论，与蓝书屋基金会促进跨领域

对话的宗旨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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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u Stand 

TofuStand 是一个总部位于柏林的独立出版和自组织文化实践平台。最初，它只是一个小

型独立出版物展台，如今已发展为支持创意与社会项目的基础架构。TofuStand 鼓励作

者、艺术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并为独立出版、讨论和文化实验提供空间。 

2024 年 8 月 26 日，蓝书屋基金会与 TofuStand 合作，在“柏林客厅”系列活动框架下

举办了“在乌克兰，大家对我说了哪些悄悄话？” 讲座，主讲人为斯拉夫文学研究学者兼

自由撰稿人公爵。本次活动围绕独立文化创作及跨领域对话的新形式展开讨论，为思想交流

提供了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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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 

The Weirdo 不合时宜 是一个自 2019 年起播出的播客节目，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议题，

以跨文化交流和公民社会为核心，探讨性别、公平正义、气候变化和全球发展等话题。作为

华人社群中重要的独立声音之一，该播客通过深度分析和与国际嘉宾的对话，促进对当代社

会挑战的批判性思考。曾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斯维特

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wetlana Alexijewitsch）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

全球华语青年群体中拥有广泛影响力。 

2024 年 11 月 8 日，蓝书屋基金会与不合时宜在柏林合作举办了一场周末活动。活动吸引

了众多关注社会议题的青年积极参与，共同探讨重要议题，并推动跨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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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欧亚培艺教育学校 

汉诺威欧亚培艺教育学校自 2015 年起为德国华人社群提供语言和文化教育服务，致力于推

广中文语言和传统文化，特别为华语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 

蓝书屋基金会与汉诺威欧亚培艺教育学校合作，旨在激发年轻人对阅读和创造性表达的好奇

心与兴趣。2024 年 12 月 14 日，双方共同举办了在艾尔莎·布兰德斯特罗姆学校的木刻版

画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机会，还帮助他们探索语言、文化和

身份的多元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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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与项目资助 
 

蓝书屋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艺术、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在 2024 年，基金会通过支持更

多杰出的项目，进一步实现了这一目标。通过提供奖学金和项目资助，基金会支持了文化工

作者的创作，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 

所支持的各项倡议彰显了基金会对开放、互联和创意社会的承诺。它们为艺术和文化工作者

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鼓励创新的思维方式，并开辟了新的视角。通过这些资助，基金

会为激发创意潜力、促进社会反思和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桥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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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女性身份与离散主题的写作、播客与线下活动  

项目号码.: FO24-0001 

题目:  女性身份与离散主题的写作、播客与线下活动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这个深入探讨了欧洲的公共和社会议题，特别关注移民女性的视角的项

目。项目内容包括关于女性移民经历的新闻报道以及女性活动家在国际抗议活动中的亲身经

历，旨在让这些视角为更广泛的公众所了解，并扩大关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除了出版工作，此项目还继续推进了一个专门面向边缘化群体的播客项目。受资助者并参与

了文化和公共活动的组织工作。这些工作坊和活动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宝贵的交流与参与平

台，不仅为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进一步促进了公共对话的长期发展。 

 

该项目的资助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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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策展记忆  

项目号码.: FO24-0002 

题目:  策展记忆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关于政治过渡、记忆文化以及历史在博物馆中的呈现的研究。申请

者期以来专注于社会变革的研究，特别是涉及缅甸、埃及和东欧等地区的历史转折，重点分

析了德国的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结合专家访谈，深入探讨德国的记忆政策。 

在基金会的资助下，2024 年，研究者能够在德国进行实地调研，以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

究。调研内容包括与博物馆馆长、学者和作家的访谈，以及考察新的博物馆理念，例如普罗

拉文献中心和柏林的驱逐、迁移与和解中心。此外，项目还涉及与记忆政治领域的领先专家

进行交流。 

该项目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分析、个人旅行经历和面对面的交流相结合，旨在通过

这些方式引发公众对记忆、历史反思和社会和解的思考。通过资助该项目，蓝书屋基金会助

力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记忆文化、真相和和解的深层次讨论。 

 

该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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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走线欧洲的中国移民 

项目号码.: FO24-0002 

题目:  走线欧洲的中国移民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一个调查性研究项目，聚焦于中国公民通过巴尔干路线迁移到欧洲的问

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试图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等国家跨越欧

盟边界，申请德国、荷兰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庇护。这一现象在中国在线社区中被称为“走

线”（Zouxian，‘Walking the Line’），但至今在欧洲的研究中鲜有记录。 

该项目通过对中国难民、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律师和专家的访谈，深入探讨了移民的动

机、他们在逃亡过程中的经历，以及在欧洲庇护系统中的挑战。特别关注了人口走私、欧洲

边境管控机构的做法，以及这种迁移潮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项目的目标是通过扎实的新闻报道提高公众对这一尚未被广泛关注问题的认识，进而促进对

迁移、身份和跨文化交流的更深入理解。通过个人故事和分析性视角，项目为人们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视角，帮助理解中国难民在欧洲面临的社会和文化挑战。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音频和照片纪录等多种媒体形式发布在中文和英文平台上，为

公众提供了关于迁移、记忆文化和跨国生活现实的思考。 

 

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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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从移民记者视角看当代德国 

项目号码.: FO24-0004 

题目:  从移民记者视角看当代德国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一个书籍项目，旨在通过一位具有多年海外记者经验的移民背景女性的

视角，对德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行深度分析。 

该项目通过结合个人观察、政治分析和社会调研，探讨了记忆文化、政治体制、移民问题和

社会变革等关键主题。项目通过与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力图呈现一个更加完整、深刻的德

国当代图景，并提供超越常见中文媒体片面报道的视角。 

在蓝书屋基金会的资助下，项目得以加深调研，开展更多访谈，并进一步发展书籍的内容构

思，尤其为中文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理解德国的方式。 

 

该项目的实施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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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与异文化接触与碰撞的教训——研究二战前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与二战

后地区人口迁移 

项目号码.: FO24-0005 

题目:  
与异文化接触与碰撞的教训——研究二战前的民族宗教文化

冲突与二战后地区人口迁移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此项目，该项目聚焦于二战前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和战后地区人口迁

移。项目的目的是探讨民族文化紧张局势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升级，并总结这些冲突对

当今社会的启示。 

研究者也特别关注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冲突、欧洲民族身份的形成以及移民与驱逐在

历史冲突中的角色。重点分析了二战前的民族宗教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人口群体的迫害和

驱逐，并进一步探讨了战后人口迁移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 

在基金会的资助支持下，研究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欧洲调研，查阅了历史档案、参观了博

物馆，并与专家和历史见证人进行了深入交流。研究成果将以散文和书籍项目的形式呈现，

旨在引起国际读者对文化认同、记忆文化和跨文化理解的关注。 

 

该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5 日至 2024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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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德国思想史经典教材的开发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开发德国思想史经典教材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提升德国文学和

哲学在海外德语教学中的传授质量，特别是在中国的德语教育中。 

在基金会的资助下，研究者来到了德国进行交流，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传授像歌德、席勒、

康德和尼采等经典作家的作品。通过文献研究、与德语教师的访谈、课堂观察以及与德国教

育专家的交流，项目分析了国际德语学科中的教学方法和面临的挑战。 

该项目有助于发展新的教学建议，以改进德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授，并推动德语学科

中的跨文化交流。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应用于编写一部面向中国德语课堂的教材，旨在促进德

国思想史的理解，并加深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 

 

该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9 日至 2024 年 8 月 26 日。 

 

 

 

  

项目号码.: FO24-0006 

题目:  德国思想史经典教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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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NHS 的异乡医护  

项目号码.: FO24-0007FF 

题目:  NHS 的异乡医护 

 

蓝书屋基金会与在场奖学金合作，支持了一篇关于英国卫生系统（NHS）的深度调查性文

章的撰写。该文章聚焦于移民群体在 NHS 中的经历，并探讨了来自少数族裔背景的医务人

员所面临的挑战。 

文章特别关注了从前殖民地和其他国家前往英国工作的护士、护理助手和医生，分析了后殖

民权力结构与日益全球化的医疗服务之间的张力。文章指出，尽管移民医务人员在艰难的工

作条件下工作，他们依然是过度负担的 NHS 的重要支柱。 

这项研究基于在英国医院的实地调研，记录了医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跨文化

交流以及结构性问题。文章结合了个人观察、人类学分析和叙事元素，呈现了这一现象的复

杂性，并有助于推动关于医疗服务、迁移和社会公正的公共辩论，并反思关怀、融合以及跨

文化理解的重要性。 

 

该项目的执行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84 

项目: 电影里的海外移民与流动  

项目号码.: FO24-0008 

题目:  电影里的海外移民与流动 

 

蓝书屋基金会资助了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支持他展示关于迁移和社会流动性的作品，并为

未来的项目开辟新视角。 

该导演以关注农村迁移、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等话题的纪录片而闻名。在基金会的资助下，他

于 2024 年在柏林、汉诺威、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德国城市举办了多场电影放映会，并与观众

进行了深入交流，首次与西方观众直接互动。此次活动旨在从新的视角拓宽人们对迁移、劳

动流动性和社会变革的认知。 

除了电影放映，导演还在德国进行电影调研。过去，他主要聚焦于自己国家的迁移现象，而

此次项目让他开始记录欧洲社区中的迁移经历。他在德国各城市的调研涉及从留学生到劳务

移民等不同群体，探索了在全球化迁移潮中，家园、身份、疏离感和归属感等主题的共性。 

这些经历和交流不仅为他当前的作品提供了灵感，也为未来的项目开辟了新的创作视角。 

 

该项目的实施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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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进一步提升了在社交媒体和网页上的能见度，以触及更广泛的社区

并更强有力地促进跨文化交流。除了我们的网站和微信平台，我们还在 Instagram 上开设

了账户，并推出了 Newsletter。这些渠道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受众，并有针对性地传

播我们的内容。 

微信主要面向中文社区，扮演着核心的沟通平台角色，而 Instagram 则用来分享我们活动

和项目的视觉印象。Newsletter 则作为另一种媒介，定期向感兴趣的朋友们介绍基金会的

最新动态，并提供深入的工作内容和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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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我们面向中文社区的核心平台 

微信在全球中文社区中作为沟通和信息平台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不仅是一个社交网络，也是

文化、教育和社会议题的重要新闻和讨论平台。特别对于离散华人，微信是一个重要的桥

梁，帮助他们交流最新动态与获取相关信息。 

对于蓝书屋基金会来说，微信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帮助我们与社区保持联系。除了发布活动

通知，我们还定期在微信上发布深入的社会和文化内容，从而积极促进跨文化对话。每周的

文章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艺术、文学、教育问题和社会发展等。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我们已吸引了 2,490 名读者和订阅者，这凸显了这一平台在我

们公共传播中的日益重要性。得益于微信，我们不仅能吸引专业作家，还能将中文社区中的

活跃写作者纳入其中，从而汇集不同的视角和思想。 

 

以下是 2024 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布的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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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书屋微信公众号文章发布总览  
   

Pos. 题目 发布日期 

1 2 月講座預告｜穿越文化與語言的疆界：德國教授在台灣的佛學人生 29.01.2024 

2 在德國法庭當翻譯，我看見移民百態｜《對話藍書屋》講座預告 27.02.2024 

3 一场关于“信仰”的庭审 06.03.2024 

4 公告｜你好！我们是蓝书屋 15.03.2024 

5 赫加库斯滕大桥附近的一条鱼 22.03.2024 

6 2024 蓝书屋主题征文：我学德语的故事 29.03.2024 

7 纪念齐邦媛：“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5.04.2024 

8 4 月讲座预告｜从高定秀场到环保泳衣：我在德国的时尚旅程 12.04.2024 

9 在场 X 蓝书屋｜面向全球华语写作者，征集非虚构写作计划 14.04.2024 

10 4 月讲座导览｜思考慢时尚：我在德国做泳衣 19.04.2024 

11 柏林对话｜重要的不是艺术——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 26.04.2024 

12 權力的幽靈:兼論當代藝術史寫作在當代的訴求 03.05.2024 

13 栗宪庭｜“85 运动”的最大功绩 06.05.2024 

14 5 月讲座预告｜在德国做国际新闻的十年——见证这个世界重新走向割裂 10.05.2024 

15 

孙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生存状况：被困住的少数族裔，永恒的“内部敌

人” 17.05.2024 

16 柏林客厅｜文化工作的离散与在场 27.05.2024 

17 法兰克福 7 月讲座｜柳红人生经验分享会：活你希望的样子 25.06.2024 

18 罗洁琪：在德国的“麻婆豆腐”外交，与我见到的教育 29.06.2024 

19 移民：一场革命｜基思·罗威 12.07.2024 

20 一個台灣人在德國的三十年 27.07.2024 

21 从南京到汉诺威的跨国书旅：我如何做蓝书屋的选书人 02.08.2024 

22 8 月讲座导览｜令人生畏的德语文学，没那么难读 09.08.2024 

23 8 月講座｜重現消失的旋律：台灣當代教育中的原住民音樂 16.08.2024 

24 從餘生到原鄉——台灣原住民族的音樂鄉愁史 23.08.2024 

25 何雨珈自述：我做翻译的十五年 30.08.2024 

26 九月讲座预告｜杨潇：新闻的黄金年代以后，各自寻路 06.09.2024 

27 杨潇｜驶往自由的列车 13.09.2024 

28 一位母亲走遍世界，寻找教育的答案 20.09.2024 

29 

十月講座預告｜鄉愁、認同與抗爭：台語歌曲在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的角

色 27.09.2024 

30 杨潇｜寻路之年 11.10.2024 

31 亚洲首位女性诺奖作家韩江：直面历史创伤并非她写作的全部 18.10.2024 

32 柏林活動：藍書屋 X 在場｜寫作的決心——以非虛構回到人性真實 2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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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题目 发布日期 

33 蓝书屋 x 在场｜林秋铭：被两地“驱逐”的人 01.11.2024 

34 蒋能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汉诺威放映会 02.11.2024 

35 李梓新：我的 UEA 创意写作上课笔记 08.11.2024 

36 蒋能杰｜矮婆导演有话说 10.11.2024 

37 罗洁琪｜在德国，打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16.11.2024 

38 12 月活动预告｜刻印你的故事 24.11.2024 

39 12 月讲座预告｜陈逸飞：你和你的艺术站在哪？ 29.11.2024 

40 陈逸飞｜黑旗、豆腐与新世界 06.12.2024 

41 “恋爱脑”被唾弃的年代，我们该如何谈论琼瑶 13.12.2024 

42 蓝书屋 x 不合时宜｜回望 2024：世界加速剧变，全球权力洗牌 30.12.2024 
 

 

 

 

 

 

 

 

 

 

 

 

 

 

 

蓝书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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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文章及阅读量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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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面向年轻、全球化受众的平台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开启了 Instagram 的账号，旨在精准触及年轻人和全球化受众的群

体。与微信主要服务中文社区不同，Instagram 让我们能够以视觉化和互动的形式，向更

广泛的观众展示我们的工作。 

通过分享照片和短视频，我们展示了活动、项目和交流的精彩瞬间，以便向关注文化和社会

议题的群体传递我们的理念。这个平台不仅帮助我们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展开互动，也为

我们进一步拓展网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以下是我们 Instagram 页面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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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与关注者的直接沟通桥梁  

2024 年，蓝书屋基金会推出了 Newsletter，旨在接触那些希望通过电子邮件了解我们活

动的人群。与微信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依赖快速互动不同，Newsletter 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能够精准、详细地传递内容的方式，且不受算法的限制。 

通过 Newsletter，我们定期向读者分享即将举办的活动、项目的最新进展以及独家原创内

容。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信息来源，特别适合那些不常使用社交媒体或愿意深入

阅读信息的受众。 

通过这一新的沟通渠道，我们不仅能够更紧密地与现有读者保持联系，还能吸引新读者关注

我们的内容，进一步促进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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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我们的志愿者！ 
 

今年，我们再次向所有志愿者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辛勤付出，蓝书屋基金

会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无论是图书馆的日常运营，还是活动的组织、活动场地的布置和安排、报名接待、拍摄照片

和视频、社交媒体和网站的维护，每一项工作都对我们项目的成功和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我们的社群联系更加紧密。 

 

正是这些无私的付出，让一切变得可能——由衷地感谢所有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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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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诗蘋 主席 

胡青 副主席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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