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四期 孔凡君：我为啥做国际校友口述史？ 

 

 

2016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四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成功

举办，二十余位院友参加了本次活动。沙龙开始前，昔日同窗好友们相互问候，为本次沙龙

营造出轻松的气氛，许振洲教授与孔凡君教授的对话由此开始。 

 

本次沙龙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孔凡君教授（笔名孔寒冰），他长期从事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东欧政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资深学者，著有《寒冰走苏东》、《寒

冰访罗明》、《东欧史》、《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科索沃危机的历史

根源与大国背景》。本期沙龙的主持人许振洲教授是孔凡君教授多年的“邻居”和好友，主



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国当代政治、比较政治研究，著有《中国法家的政治艺术》、《法

国议会制度》。 

  “我今天感到十分荣幸能够担任这一场讲座的主持人。在我的右边坐着我的学长，我的

左边则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与孔老师的办公室相邻，时常与他聊天，因此知道他的学术

研究课题与进程，包括这一次的口述史研究。”在讲座开始时，许老师这样说道。对于孔老

师的研究，许老师讲了他的两点感受。第一，学术研究固然是教员的工作内容，但为年轻人

答疑解惑、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也是教员的使命。孔老师的口述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

珍贵的资料，下一步也许可以考虑将国内校友的回忆记录下来，抢救那些珍贵的历史记忆。

第二，口述史侧重于从历史中的人物出发，是一种全新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因此，他十分期

待今天孔老师的分享。 

 

孔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他做口述史研究的缘由。多年前，孔老师指导博士生做中苏友

好同盟研究时，曾经试图访谈一些当事人，但许多人或年事已高不便采访，或早已去世，历

史的许多细节永远找不回来了，这使孔老师萌生了做口述史以抢救历史资料的想法。2011

年，周其凤校长访问罗马尼亚时，当年曾经留学北大的罗明（Ioan Budura）、萨安娜(Anna 

Eva Budura)夫妇安排家宴招待访团，席间回忆了许多在华求学时的往事。在征得罗明夫妇



的同意后，孔老师用半年的时间做好准备，随后前往罗马尼亚对罗明夫妇进行采访，口述史

工作由此开始。采访虽属是孔老师的个人学术研究，但得到了“惠卿东欧教学与研究基金”

的资助。后来，这个项目又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基金的资助并逐渐扩大。两年前，北京大学

将国际校友口述史列为 120 周年校庆的规划项目，孔老师在国际合作部的全力支持下开展

这项目工作，对巴勒斯坦原驻华大使穆斯塔法、法国的汉学家白乐桑、贝罗贝和历史学家巴

斯蒂、阿尔巴尼亚原驻华大使塔希尔等人作了口述采访，现已出版了四部口述史。在采访过

程中，孔老师收集到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提到采访中收集到的故事与照片，孔老师如数家珍。他说里面的许多故事和影像资料折

射出的历史，是我们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这些文献资料既包括几十年前老北京、老北大的

风貌，也包括这些人在回到自己的祖国、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历史纪录。这些校友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北大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他们一生都在从事与中国有关

的工作，为他们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孔老师认为：“好的政治关系像

桥一样，需要有石一般、钢一般的桥身。这些国际校友就是一砖一瓦筑桥的人，是不应该被

忘记的。” 

 



  对于孔老师的研究，宋志强院友提出了他的几点看法：“历史不应该光是大人物的历

史，小人物的探索与感悟也非常重要。历史同样也不是枯燥无味的，有很多生动鲜活的故事。

我们国关同学的成长史，也应当体现时代的特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坐标，但是汇集起来

是历史大的坐标。我国对于口述史的研究长期都是很缺乏的，应当被给予重视。”各位院友

还纷纷为孔老师提出了许多建议，有些院友也表示愿意为孔老师的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希望孔老师能够坚持下去，抢救更多正在流失的宝贵史料。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院友会办公室金瑞参加了此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