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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
物，杜维明立足本届论坛主题“和而不同”，阐述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智慧。

他说，“和而不同”的对立面就是同，“和而不同”
的必要条件便是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这种
具有东方智慧的哲学思维。过去 30年，以儒家伦理
为主的亚洲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讨论。儒家价
值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普世价值，可以和西方普
世价值“理想、自由、平等”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

杜维明说，儒家传统是地道的学习文明。儒家学
习的方式以对话为主。单向的说教，被动地接受，或
一言堂都不符合儒家的教学理念。“己所不欲 勿施于
人”正体现了儒家沟通伦理的基本原则。

中国是有着5000年以上长远记忆的国家，在经历
170余年的坎坷发展后，现已到了一个需要文化、学术、
思想发生原创性突破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儒家以及整
个中华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
为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和贡献思路的
时刻。“未来的文明进程，必是多元、共融、协调发展”。

“和而不同”理念充满东方智慧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化因交流而丰富。”中国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淞表示，人类历史本身
就是多种文明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的过程，本届嵩山
论坛将“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主题，
展示了论坛的国际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东西方之
间架起一座文明融合之桥。

丁奎淞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和发
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业
文明到生态文明，构成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人类应
携手推进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让文明对话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让世界人民享受更富内涵
的精神生活，开创更加绚丽的未来。

“嵩山论坛，是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也是一
座文明共融之桥。”丁奎淞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
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社会
信息化、利益多元化持续推进，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
伴、安危与共，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必
然选择。

嵩山论坛架起文明共融之桥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淞

“和而不同，这个论坛的主题太好了。站在登
封，天地之中，有一种故乡的感觉。”中央党校哲学教
研部教授乔清举开门见山表达了对郑州的“家乡情
怀”。乔清举说，在登封的研讨交流中，收获很多，特
别是心灵上的触动，“这是我心灵安顿的地方。”“我
要说，在这里感受最多的还是伟大而又深情的乡
情。在这种乡情背后，则有饱含哲学的感染力。”他
认为，“和而不同”与河南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和”与
“不同”的辩证哲学思想是在孔子论语中提出来的，
它的观点与郑国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系。此外，
道家中这样的观点也很多，而老子也是河南人，后来
的商丘人庄子也在自己的观点中谈到了这些问题。
这充分说明，“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河南的历史是息
息相关的，这也是河南对传统文化的贡献。

乔清举说，“和而不同”不仅是一个社会规则，也是
一种国际原则。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代表了国与国之
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矛盾但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自
然力量。而在对外交流上，中国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自
始至终一直是和外界（外国）、文化进行着广泛交往。

回到心灵安顿的地方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乔清举

“本届嵩山论坛以‘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的文明’
为主题，这一主题强调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沟通和
交流，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这是中国
文物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季对第
五届论坛主题的认识。

从嵩山到五岳，从黄河到长江，中国是一个疆域
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李季说，各族人民在漫
长的历史岁月中，用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华夏文明，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李季认为，文物承载着灿烂的文明，传承着历史
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保护文物遗产做出了不懈
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这体现出了我们
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李季相信，嵩山论坛的成功举办，必将维护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相互交融，为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传
承与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论坛为传承文明做出新贡献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季

“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政府在 3个方面要逐
步退出，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在哪些方面实现经济
增长、如何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劳动者的充分就业。”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说。

参加本次嵩山论坛，托马斯·萨金特所谈的话题
句句不离“经济”本行。托马斯说，在经济的不断发展
进程中，也有一个“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的过程，托马
斯·萨金特指出，200年前，美国和欧洲相当一部分人
在为农场工作，可是目前，很多和农场相关的工作已
经消失。“新的工作在产生，新的技能也在发展。”面对
这种“新旧交替”，托马斯·萨金特认为，好的技术和技
能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在谈到垄断和竞争的时候，托马斯·萨金特指着
自己身上的衣服说：“我今天穿的这身行头全是中国
制造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产品，我的包放在那里，里
面的手机、电脑也是中国制造。”他说，“我也是中国制
造的受益者。”在经济学层面，托马斯·萨金特说，竞争
可以提高效率、增强服务。

“我是中国制造的受益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

“河南的70后、80后创业者都有着无穷的创业智
慧和创造激情，如今面临着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转
型，这也为我注入了新的创造动力。”建业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在演讲中说。

胡葆森说，在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大潮下，建
业开始由开发商向新型生活方式的服务商进行全面
转型。两年来，建业注册 8个新公司，注册资金达 20
多亿元，新成立的公司都是围绕“服务”产业链做的。

胡葆森表示，一个企业扎根在一个地方，以“客户
需求不断增加”和“不断升级客户需求”这两个方面作
为企业转型的方向，企业就会找到转型的动力和发展
空间。把满足客户的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将为客户
提升服务作为转型的方向，企业就会找到越来越多的
发展机会。

“在万众创业的新浪潮背景下和传统企业不断转
型的过程中，河南的经济就会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让
我们为河南未来的发展前景鼓与呼。”胡葆森自信地
说，明日河南之于中国，必同于今日中国之于世界。

不断升级客户需求是转型方向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

第五届论坛“转化与创新”引领潮流

第四届论坛“和而不同”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