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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2019年会将于9月20日至22日在登
封市举行。届时，80余名国内外学者、海外华文媒体大咖、新经济专家，齐聚嵩山脚
下，围绕“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主题，展开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嵩山论坛迄今已举办7届，每届都紧扣时代脉搏，在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中，以其开放包容、丰富多样、经世致用的特质，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更强的责任担当，
把世界多元文明元素经由论坛的平台“引进来”，使华夏文明、中原文化通过论坛的窗
口“走出去”，让世界了解河南，让河南走向世界，实现着更大作为。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文/图

对话世界多元文明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届嵩山论坛回眸

2012年会
为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区“破题”

首届“嵩山论坛”于 2012年 9月 20
日至23日在登封举办，年会以“从轴心
文明到对话文明”为主题，来自国内外
130余名知名学者从“文明对话”“文化
中国”“世界伦理”“价值认同”“儒学反
思”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交
流与探讨，用思想的火花助推华夏文明
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与会专家则一致认为，“嵩山论坛”
以相互包容的心态开展华夏文明与世界
文明对话，不仅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使命感，也增加了对自身文
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为全球社会走向
“对话文明”创造了条件，应该将“嵩山论
坛”坚持并可持续地举办下去，打造成一
个有着国际水准的高端文化论坛。

首届嵩山论坛引起省政府的关注，
提出支持登封市先行先试，以嵩山论坛
为载体，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
范工程，并将其作为建设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破题”之作的战略构想。

2013年会
确定“建嵩山论坛永久性
会址”

“嵩山论坛 2013年会”于当年 9月
5日至13日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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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分论坛，并围绕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邀请吴敬琏、
冯沪祥、郑也夫等经济、文化界名家，举
办了 8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系
列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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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嵩山论坛规模更大、规格
更高，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新加坡
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余位著名
专家学者，20余位国务院参事、两院院
士，120余位国内专家学者、80位企业
家共赴盛会。本届论坛上确定了“建

嵩山论坛永久性会址，打造世界
级文化论坛”。

“嵩山论坛 2014 年
会”于当年 8月 22日至 24
日举办。年会以“天人合
一与文明多样性”为主题，
更加突出文明多样性、文
明对话交流特质，学术论
坛与商业论坛平行进行，
与会专家学者在各自的学
术领域成就更高、更具代
表性，使论坛更具高端性
与国际性。

论坛包括开幕式、主
旨演讲、分组研讨、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专题讲
座、闭幕式 5部分。80多

位来自世界各大文明的学
者代表及 140多位海内外
嘉宾，本着“互相尊重、求
同存异”的理念，在文化
多样性中探索共同价值，
发掘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的要素，寻求着解决世界
范围内文明冲突的出
路。印度著名社会思想
家阿希斯·南迪教授说：
“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
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
的动力，而嵩山论坛则为
全球社会走向‘对话文明’
创造了条件。”

“嵩山论坛 2015 年
会”于当年 9月 11日~13
日举办。来自全球 100多
名文化学者、企业界人士
围绕“和而不同：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开展文明
对话。

时值中意建交 45周
年，本次经济发展论坛探
讨的话题紧贴时代脉络，
搭起中意企业家深度交流
的平台。现场 200位中意
企业家围绕“一带一路”做
深度交流，就中意合作、中
意企业优势互补、深挖“一
带一路”企业发展机遇等

展开深入研讨，多方位、深
层次、宽视角进行交流，共
同开启了新的合作。

经济论坛举行的中原
机遇对话世界变局暨中意
建交 45周年和“一带一
路”中意经贸合作研讨会，
“一带一路”中意文化合作
与交流研讨会，中意企业
家对话中原达成了系列合
作协议，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和欧盟中国经济文
化委员会签署了筹建欧盟
中国城市发展联合会意向
书，成为“嵩山论坛”经世
致用的新亮点。

2015年会
“一带一路”达成系列合作协议

2016 年 10 月 28 日
至 29日“嵩山论坛 2016
年会”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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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术研讨和
圆桌对话等多种经济和
文化交流活动。本届嵩
山论坛着眼于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和对外交
流，对话、探讨事关国计
民生的技术性课题和文
化交流的学术性问题。

作为此次论坛的重
头戏——经济论坛，就国
际宏观经济下的中国经
济前景、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中原经济转型的动
力和机遇等话题进行主
旨演讲和圆桌对话。围
绕“经济转型与行稳致

远”这一主题，来自海内
外的政要、专家学者、企
业家结合河南经济发展
和世界经济形势，着重探
讨了“河南经济转型发展
的动力和机遇”，把脉问
诊河南发展，为中原经济
的创新发展出谋划策。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
本届论坛上，不少来自自
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向与
会者分享了各自对创新
与转化的理解。第二次
应邀参加论坛的欧盟中
国城市发展委员会主席
张毅表示，第四届论坛
后，他萌生了让华夏文明
与欧洲文明进行更多“对
话”的想法，并于 2016年
6月在比利时成立了欧
盟中国城市发展委员会。

“嵩山论坛 2017年
会”于当年 9月 16日至
17日举办。年会以“成
己成人：共建天下文明”
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
以“天下文明与全球对
话”“互学互鉴：多元现代
性的角度”“本土文化的
发展与普遍性”为话题展
开讨论，也是对第一届嵩
山论坛“从轴心文明到对
话文明”主题的深刻继
承。论坛期间，中外 60
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多
项文化活动。

年会首次举办的海
外华文媒体论坛受到海
内外广泛关注。来自海
外 25家新闻媒体、机构
负责人来到论坛现场，与
国内、省内主流媒体双向
互动，讨论中外华文媒体
如何深化交流扩大合
作。本届论坛传播范围
覆盖亚洲、欧洲、美洲等
地，首次实现全球有华人
的地方就能听到河南故
事、嵩山声音，架设起“让
河南走向世界、让世界了
解河南”的桥梁。

“嵩山论坛 2018年
会”于当年 9月 15日至
16日举办。论坛下设总
论坛、文化论坛、文化金
融圆桌会议、海外华文媒
体论坛、中西方文化交流
等多项文化活动，80余
位专家学者围绕“多元共
存·和谐共生·未来共享”
主题展开高层次、多领域
的交流对话，提出了许多
颇有价值的论点。

在海外华文媒体论
坛中，25家海外华文媒
体、机构与河南主流媒体
围绕“中外华文媒体如何

深化交流扩大合作”主题
进行了深入对话，并致力
于汇聚政府、海外媒体、
海内外智库、主流企业四
大主体力量共建智慧平
台，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
带，加快河南国际传播体
系建设，推动河南更好地
融入“一带一路”，首次实
现在全球以多语种方式
和全媒体形态传递嵩山
声音，讲述河南故事，众
媒体对嵩山论坛盛况进
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
道，进一步提升了嵩山论
坛的影响力。

2016年会
探寻中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2017年会
首次举办海外华文媒体论坛

2018年会
全媒体形态传递嵩山声音

2014年会
为走向“对话文明”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