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天，备受瞩目的第二届“天地之中（嵩山）——华夏
文明与世界文明论坛”（以下简称嵩山论坛）将在登封正式拉
开大幕。昨日，嵩山论坛分论坛——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学
术论坛率先开讲，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数百人参加了这次
学术论坛。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主持。
论坛上，伊朗哲学学会主任、国际伊斯兰哲学学会主席古拉姆
瑞扎·阿瓦尼教授，印度发展社会学中心前主任、高级研究员阿
希斯·南迪，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赫鲁奇教授，法界佛教
总会董事会主席恒实法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杨国荣等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
5位专家学者还与参会代表、媒体记者进行了互动。一位会议
代表说：听了嘉宾的演讲，受益匪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都
和中国古代追求“天人合一”一样，不同程度地追求人与自然的
和谐。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近百年来涌现的“人类是自然的主
宰”等类似观念，“天人共美”才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
杜维明教授说：“登封、嵩山作为‘天地之中’，有着很深的文
化积淀，能在这里举办论坛，我们觉得非常幸运也非常骄
傲。现在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举
办这个论坛时机非常好。世界各国的学者来到论坛平等交
流，畅所欲言，十分难得，我觉得这个论坛不仅在中国、在东
亚，就是在世界也是非常难得的，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但确
实是别开生面的。”
本届嵩山论坛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河南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基金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联合主办，河南
省环保联合会、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登封市人民政府、河南
建业集团承办。论坛历时9天，除了在登封举办“人文精神
与生态意识论坛”、“生态文明建设（政要）论坛”和“生态文明
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论坛”等活动外，还将从9月9日起
在郑州举行8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系列讲座。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李爱琴 实习生 张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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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荐

列昂纳德·斯维德勒说，自己与中国颇有渊源，30年
前，他就来过中国上海等地，后来又多次来华。他说，30
年前的上海只有 20 多栋高楼。“现在郑州乃至全中国都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新建筑遍地开花。”对于中国的巨大
变化，列昂纳德·斯维德勒感受强烈。

“19世纪，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强盗式的发展阶段，其恶果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消除。”列昂纳德·斯维德勒说，生态问题非
常重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举办论坛，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充
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过去，而是要我们从历史中找到有用的资源
解决现有的问题，“论坛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现在的危
机，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方向。”

孙培新说，论坛创设之初，主办方希望通过论坛使中
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不同的文明进行对话式的平等交流，
从而真正创新中国的新文化。“国务院关于中原经济区建
设意见指出，要建立中华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区，此次论
坛将有助于中华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立。”孙培新
说，去年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是“从轴心文明到世界文明”，
今年第二届主题是“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以后还会有
新的主题推出。尽管看起来主题好像不同，但事实上都
是围绕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展开，相信论坛
能起到这个作用。

孙培新说，从嘉宾演讲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民族
的古老文明里面都有生态意识。这些不同的古老文明里
面是否还有其他智慧，这些智慧对当前人类面对的危机
是否有解决之道？我们在交流中发现，这些古老文明里
都有一些智慧可以解决当代人面对的种种危机。

组委会秘书长 孙培新

不同的古老文明里，都有着相同的生态意识

“以前只是在书上看过，今天见到才知道，这里原来
如此美丽。”第一次来到河南，亲眼见到嵩山、少林寺，王
赓武很激动，一直感慨这种感受和书本上看到的完全不
同。他说，近 100 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不
断进步，这其中也蕴含着一些让人忧虑的改变，譬如对自
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等。

王赓武说，对于人类面临的这些新问题，目前主要靠
科技的手段来解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科技与人文精神
结合。王赓武对河南未来有很高的期许：河南是华夏文
明的中心和文化发源地，应该通过更多途径为人类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多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举办嵩山论
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兼东亚研究所主席、教授 王赓武

嵩山、少林寺“如此美丽”河南未来更美好

杜维明认为，登封这个地方非常特殊，体现了学习的
文明、容忍的文明、开放的文明，由此吸引大批的人来登
峰、少林寺参观，如果真正把登封当作文化家园，前途是
很广阔的。经过3到5年的努力，相信嵩山论坛会成为体
现中国文化的论坛。

杜维明认为，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个领域，经济突飞猛
进发展。但我们在发展的前提下，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
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已
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他看来，从中原发祥的中华文明或许能为解决该
问题提供启示。他说，在华夏文明里，“天人合一”的理念
古已有之，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
不能把自然当作身外物，而要懂得自然与人类需要互相
尊重、互相理解，这样才能消除人类过盛的物质需求、消
费欲望。这对如何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嵩山论坛昨日开讲

“天人共美”应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大腕儿云集，共议“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

嵩山论坛：中国文化平等对话世界文明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