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建设不仅是为经济建设搭一
个台，而应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和智力支持。嵩山论坛连续成功
举办四届，其文化旅游产业带动力逐步
增强。仅 2015年，登封全市实现旅游
总收入 83亿元、增长 16%；文化旅游产
业增加值达到 50亿元、增长 13%，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6%。

即将开启的嵩山论坛 2016年会以
“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为主题，
下设文化论坛和经济论坛，开展多种经
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世界多元
文明交流借鉴。

依托嵩山得天独厚的资源和高端
专家学者荟萃的优势，嵩山论坛紧扣时
代脉动一路走来，为传承创新提供了重
要的智力支撑，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
和经验支持。目标是打造成为中原经
济区对外交流的窗口、世界文明对话的
平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将嵩
山打造成全球专家学者倾慕的学术圣
地、全球华人向往的精神家园、新人才
新思想新观点诞生的摇篮。它的举办
不仅有利于提升华夏文明的文化自觉
与文明使命感，也很自然地把华夏文明
介绍给世界，把华夏文明的优势展示在
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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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登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中国古代礼制、天文、儒教、佛
教、道教等文化流派都不约而同在此汇
纳积聚，兼容并蓄，熔铸成“三教一体，九
流一源，百家争理，万法一统”的文化大
观，并均热衷于在嵩山建立核心基地，
使之长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

自2012年首届嵩山论坛在登封
举行，已经举办的四届嵩山论坛主题
分别为：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人文
精神与生态意识、天人合一与文明多
样性、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一路走来，四届论坛议题一脉相
承，凸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新过
程中中原文明的历史担当。嵩山论坛
2016年会定于10月28日至29日在
郑州市和登封市举行。
记者 袁建龙 登封时报 高鹏敏
实习生 牛月贝 文/图

世界文明的对话平台
文化产业的巨大引擎

嵩山论坛

开启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嵩山论坛是河南省建设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的破题之作，是登封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重要
平台。论坛总主题“华夏文明与世界文
明对话”保持不变，每年一届，汇聚来自
世界各地各种文明文化、各种宗教流派
的代表人物、学术领袖、国内外政要以及
政府智囊和高端文化企业高管，选取不
同的年度主题展开对话。

2012年 9月 20日至 23日，来自世界
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聚首登封“天地之
中”，以“从轴心文明到世界文明”为主
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与真挚的交流，回应
当代世界的机遇与挑战，升华文明对话
的内涵与外延，开启了首届“嵩山论坛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2013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在登封举
办“嵩山论坛 2013年会”以“人文精神与
生态意识”为主题，设立“人文精神与生
态意识”（学术）论坛，“生态文明建设”

（政要）论坛，“生态文明与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论坛三个分论坛，围绕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邀请专家学者
举行了8场系列专题讲座，累计举行近百
次演讲和专家发言，对构建友好社会、和
谐社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2014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嵩山论
坛 2014年会”在登封举行。140余名专
家围绕“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的主题
展开交流互动。“天人合一”是具有鲜明
本源性、兼容性、涵盖性、前瞻性乃至永
恒性的文化命题，是能够有效应对全球
文化危机，并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新型现
代文化理论。同时，各国文明的多样性，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世界各种文明
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
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围
绕这一主题，论坛更是吸引了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日本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高端政要参会并发
表演讲。

2015 年 9 月 12 日至 13 日，“嵩山论
坛 2015年会”在登封举行。170余位国
内外政要、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和而
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多层
次、多角度的对话与交流。嘉宾们围绕

“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
进行了一场激荡思想、启迪智慧的交流，
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世界是由各种文明构成的，每一种
文明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不
同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了解、理解、
欣赏、学习。要实现世界文明的对话、
交流，就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在经
济上有达沃斯、亚洲博鳌论坛，环境生
态方面有贵州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而在文化方面的论坛，嵩山论坛经
过四届打磨，每年选取不同的年度主
题，进行思想的激荡，文化的碰撞，它正
在各样文化论坛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
世界文明对话的一个崭新平台。

2010年8月1日举行的第34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登封的东汉三阙和中岳
庙、嵩岳寺塔、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
台等 8处 11项历史建筑群，被以“天地
之中”的名义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登
封境内，被誉为“万山之祖、文化圣山”
的嵩山不仅滋润着“佛道儒”三教的发
展，同时，它的生态、经济、文化等也正
以蓬勃的气势向世人展现。

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所说：“嵩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
地方，而中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重要发源

地之一，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
力，支撑一个高端文化论坛完全可行。”

从首届嵩山论坛探讨“从轴心文明到
对话文明”、第二届探讨“人文精神与生态
意识”、第三届探讨“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
性”，第四届探讨“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连续举办的四届“嵩山论坛”
围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总主题
确定每年的总议题，参照博鳌论坛做法，
与国内外知名大学、战略研究机构等建立
广泛合作关系，办会模式与理念使其文化
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广智曾
这样描述世界文明、华夏文明与中原文
明三者间的关系：在世界原始文明中，
五千年华夏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明，华夏文明根在中原，源于洛河。核
心是中，精髓是和。在中华文明发展过
程中，中原文化始终引领着华夏文明的
发展方向和脉动。他说，“将嵩山论坛
选址在登封，因为这里是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的‘天地之中’建筑群所在
地，可以更好地秉承开放、包容、平等的
对话机制，促进文化基础上的和睦相
处、共同发展。”

嵩山论坛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
引擎，内容涉及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产
业发展等，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

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目前，登封市作为
嵩山论坛会址所在地，依托嵩山论坛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
借力“嵩山论坛”国际文化盛会，聚焦发
展多元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的健康
休闲产业和特色化的生态旅游产业，大
力促进登封城市旅游服务能级的提升
和郑州生态文化休闲版图的完善。特
别是在嵩山论坛永久性会址片区建设
方面，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采用“论坛+
产业+生态+文化”的圈层布局，规划建
设“嵩山论坛（唐庄）生态文化示范区”，
打造集国际文化展示交流、中原文化产
业拓展、生态山水旅游度假、健康养生
休闲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生态文
化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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