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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3年10月10-13日，“纪念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两千周年暨第三届全国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在集安
市召开。
　　10月10日上午，开幕式在集安宾馆隆重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有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邓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东北工程”领导小组
副组长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通化市委书记高广滨、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福有、通化市委副书记张华等。
来自北京、河南、河北、山东、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出席了会
议。
会议由集安市政府许才山市长主持。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邓凯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他指出：要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高句丽问题的研究、加强高句丽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强高
句丽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加强高句丽问题研究的信息交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指导下，努力加强与兄弟省市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为推动高句
丽的研究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作了专题发言，题目是《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
属研究评析》。
对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高句丽归属研究仍需深化，同时提出加强疆域理论研究应
是当务之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孙玉良、。
孙文范研究员，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殿福研究员、李健才研究员，通化师
范学院耿铁华教授等就高句丽政权建立与发展、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等相关问题提交了论文和报告。
会议收到了论文和报告60多份。
　　与会专家学者还参观了高句丽文化遗产，观赏了五女峰金秋红叶，游览了鸭绿江风光。
　　10月13日“纪念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两千周年暨第三届全国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圆满完成任务，胜
利闭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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