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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经济的反映，经济是文化的
基础。文化建设不仅是为经济建设搭
台，而应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嵩山论坛作为一个学
界、商界、政界、媒体及社会团体共同互
动的高端综合性论坛，主题有着深刻的
继承性，会集3种主导社会进步的精英人
士：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首届为单
纯的学术论坛，第二届学术论坛与商业
论坛平行进行，随后又增加经济论坛。
他们在嵩山脚下对话，有助于破解当今
社会进步中的诸多难题。

经济论坛作为嵩山论坛的一个重头
戏，以“人道”话文明，又反观“商道”。历
届论坛中，精彩的“商道”观点跌出，企业
家们带着商人的理性和哲思，讨论中原
文化和华夏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谈现
代商业文明，与各领域专家探讨发声，与

自己内心对话，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来弘扬华夏文明，又以文明的形象和力
量来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届嵩山论坛上杜维明曾说，人
文精神体现人的全面发展，除了经济发
展外，必须有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
生态的发展。面对现代人类文明所面临
的各种困境，首先要堂堂正正做“经济
人”，所谓“经济人”就是要体现自由、理
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的价值。在
“经济人”基础上做“文化人”，要体现正
义、同情、慈悲、责任、社会和谐等具有中
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在“经济人”“文
化人”的基础上，还要升华到“生态人”，
就要体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
神。不仅要体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责
任人民”，即理性、德性人民，还要面向全
球，发展“关怀人民”。

追寻那个安顿心灵的地方
嵩山论坛有望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论坛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
昔日，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播下了文
明交流的种子，郑和七下西洋架起了
友谊的合作交流，时间证明，在面对
人类重大课题时，各种文明更加需要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赢得相互
尊重与和谐共处。嵩山论坛就是为
这样的全球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平
台。嵩山论坛以打造成为中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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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
标，肩负着提升华夏文明的文化自觉
与文明使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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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乔清举
曾在往届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表达了
“家乡情怀”。“站在登封，处在天地之
中，有一种故乡的感觉。”乔清举所说
的“故乡”，不单指故土，也正是人类
追寻的那个可以安顿心灵的地方。
记者 袁建龙 登封时报 高鹏敏

嵩山是个有灵气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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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
把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
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完
成这一战略，迫切需要打造一个立足河
南华夏历史文明传承的创新核心区，推

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文
化多样性，增进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
互理解、相互尊重，在和睦相处中共同
发展的高端论坛。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所说：“在经济上，北方有达沃斯论坛；在生
态上，南方有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
文化上，位于中部的登封应该有可能将嵩
山论坛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论坛”。

作为嵩山论坛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
活动，嵩阳书院内将军柏下的文化研讨持
续至今。在千年古柏的见证下，不分肤
色、不计身份，群贤在这里进行时空对话，
涤荡心灵。

“文明的本质是人类各种关系和关系
涉及方面的共存等。人类与文明的关系，
大致包括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
国与国的关系等。”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华夏文明
发展的精神源泉，它以文化的方式重新
审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
关系。”

“人本质上是一个对话的生物，人是
天生富有神圣的逻各斯，能够遵循自然界
的本质。”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很多西
方学者逐渐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
思，认为人类过盛的物质需求和消费欲望
对世界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 ……
雁过留声。每一届的嵩山论坛结束

后，好声音总是“余音绕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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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探讨“转化与创
新：迈向对话文明”，到本届探讨“成己
成人：共建天下文明”，连续举办的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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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改变都
契合时代发展，聚焦最引人关注的热
点，以一种前瞻性的视角，从学术、道
统本源来厘清文明发展的方向，探讨人
类发展中碰到的重大课题。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嵩山论坛的
特征是以文化立家，坚守高端、坚守文
化属性，留下了“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
展——论《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
“‘和而不同’理念充满东方智慧”“富有
成效的对话规则”等诸多精彩观点，论
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到此共
话文明，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添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文化很
自然地被全球人所关注。在杜维明教
授看来，登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3个特
色——学习、容忍和对话。嵩山，就是
登封要作为中国的文化高地。这意味
着嵩山要成长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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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偎在嵩山脚下的登封市，拥有“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嵩山
世界地质公园、少林功夫等诸多世界级
名片，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武术之乡、文物
之乡和大禹文化之乡，具备了建设全球
华人重要精神家园的特有条件。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当今社会，人们
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价值关联网络中，很
难有权威的统一价值。对于某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去表达和
形成自己的看法、理论，不能再简单地用
“此”否定“彼”，应当平等地交流、欣赏、对
话、发展。因此，需要人们不能单纯地从
本体、个体出发考虑问题，应当以人类整体
性为着眼点对世界进行研究、认知、利用。
嵩山恰恰以开放、包容、平等的姿态熔铸成
“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争理，万法一
统”的文化大观，使之长期成为中华文明的
核心地带，而每年一届的嵩山论坛则顺应
了中华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需求。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平台

反思“人道”，千年古柏下共话文明

与内心对话，以“人道”观“商道”

中国的文化高地，成长为全球性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