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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9月，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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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的“第二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在登封举行。论坛上，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府领导、文化企业
高管等400余人围绕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等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和高端对
话。昨日，《光明日报》13版《论苑》栏目以《人文精神和生态意识的合一升华》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第二届嵩山
论坛发言摘编，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提出要努力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从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高度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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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日
前在河南登封开幕。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府领导、文化企业高管等400余人围绕人文精神与
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等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和高端对话。

嵩山论坛是河南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立足中原华夏文明传
承创新核心区，旨在增进各国各民族文化上的对话与理解。2012年首届嵩山论坛开坛，此后每年
举办一届，并在四大古代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旁建设永久性会址。本期《论苑》摘录第二届嵩山论坛
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使读者共同感受嵩山论坛带来的智慧碰撞。

我们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
的文化，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最
为光彩夺目的。无论从文字、语
法还是思想交流的方式来看，老
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有着颇多
的美感，而这样的文化是由中国
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民在历
史实践的基础上，在相互交流和
融合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今天
在嵩山论坛讨论中原文化和华
夏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便要
弘扬这种求道、知道、按道做人
的精神。把握好文化与经济的

关系才能既弘扬华夏文明，又能
够以文明的形象和力量来推动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所
以我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中要
坚持“明道”，用“明道”来振兴中
华，用“明道”来推动经济社会的
发展。

弘扬华夏文明不仅要“明
道”，也要善于把握道的作用。
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文
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
种动力和支持不仅仅是为经济

建设搭一个台，而是让文化建设
承担起帮助人们建立理想信念
的责任，也就是在文化建设中把
握民族振兴之道。

具体而言，就是要传承和弘
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精
华。中央提出积极推进中原特
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昂
扬向上的中原人文精神，大力促
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化，为
中原经济区提供强大的人力、智
力支持，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中
央精神落到实处。

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
框架下，我们探讨人文精神与生
态意识，是希望能够塑造广义的
文化中国的人文认同。在这个
认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开
放的、多元的、有自我反思能力
和自我批评能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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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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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升华到“生态
人”，就是要体现“仁者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的精神。体现所有人
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包括
自然物都是我们的伙伴。所以
我们不仅要体现亚里士多德提
出的“责任人民”，即理性、德性
人民；我们还要面向全球，发展

“关怀人民”。
“唯天地”“唯天下至诚”能

够充分体现“人之性”，体现了
“人之性”才能尽“物之性”，物之
性能参天下之话语，进而为天地

人。所谓“天地人”，就是人要和
其他人有亲切的关系，不仅与家
人，与社区、国家、人类乃至天地
万物都要有亲和的关系。人类
与自然应当能够保持持久的特
性。另外，“人心”和“天道”也能
够相辅相成，我们要发展传统中
国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感，对
天我们有敬畏感，对自然天地万
物我们有敬畏感，对国家民族我
们有敬畏感，对家庭我们有敬畏
感，对师长、学术传统有敬畏感，
对我们个人也有敬畏感。因此，
在成为“经济人”、“文化人”的同
时，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生态
人”。

国家非常重视大气污染问
题，这是今年年初影响我们 1/6
国土、4 亿人民的大问题。国家
联合环境、能源进行中国大气
PM2.5 污染防治的策略和技术
途径研究，加强对大气污染综合
防治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咨询，为
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科学支持。

我个人建议，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和煤炭消费战略，推进新能

源开发利用，推动能源生产和能
源消费革命。同时，要创新环境
的管理体制，尽快修订大气污染
防治法。政府要以足够的政治
意愿，依法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
施，避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我们还要改变理念，包括能
源的消费理念、生活理念，要优
化人文精神，强化生态意识，共
同应对大气污染。这便是生态

建设的思想基础，嵩山论坛正是
在发扬光大这个思想基础。比
如论坛提倡“关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能
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享受蓝天白
云，感受温暖的阳光。所以，我
们要遵道、畏德，从自身做起，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我理解的生态文明是指
人类遵循人、自然和谐发展这
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
总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
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业
态。生态文明的产生基于人类
对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
质文明的反思，反思的有效性
决定了人类财富的有效性。人
类必须从追求财富的单一性中
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
富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
无疑将使人类生态发生根本的
转变。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更大
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比如

当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
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
对的难题，所以要解决环境
问题、生态问题，就必须取得
共识；要取得共识就要有公
平，有公平就要改变现有不
公平的、由发达国家操纵的
国际秩序。此外，环境保护
其实不是用生态理性取代经
济理性，杜维明讲我们怎么
样从一个“理性人”到“文化
人”再到“生态人”，这确实有
一个不断提升、不断发展的
关系。所以生态理性试图动
用劳动资本、资源，生产更多
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当
的需求。

在世界文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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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河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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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脉动潮流。中原文化还
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曾长
期 通 过 陆 上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碰
撞、融合发展。嵩山地区是
华夏文明轴心区，也是炎黄
祖源、三代都地，是我国古
代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嵩山地区不仅荟萃
着中国多姿多彩的传统文
化，也是世界主流文明交流
融合、多元文明荟萃共荣的
典范，有文化系统性融合的
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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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嵩山论坛秉承开放、
包容、平等的对话机制，邀
请国内外嘉宾，开展认真深
入的交流。论坛以“人文精

神与生态意识”为主题，切
入人类的终极关怀话题，对
构建友好社会、和谐社会，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
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中 国 政 府 近 年 来 把 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了非常突
出的位置，表明了中国走绿
色 发 展 道 路 的 决 心 和 信
心。国务院支持河南省建
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战略举措，为我们的文化发
展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既
然同呼吸，必然共奋斗，河
南将以举办此次论坛为契
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为先的理念，
坚持把加强生态保护、节约
集约、利用资源作为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生态方式和消费模式，探索
一条以不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协调
发展之路，给子孙后代留下
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空
间，建好美丽中原。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
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
持续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的
文明建设，实质是要建设以
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
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近年来，河南在环境保
护、生态建设、资源节约等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每年
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工程列
入省委省政府10项民生工程
的重要内容，创新实施了主要

污染物总量预算管理、能源消
费总量预算管理制度，在全国
得到推广。

河南将继续坚持民生为
本，打造城乡生态文明环境；坚
持思想引领，努力创建生态文
明的良好气氛；强化执法监管
制度，坚持把解决影响科学发
展和损害全国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严厉打击各类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行为，切实维护群
众的环境权益。
（请继续阅读AA06版）

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坚持“明道”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推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谢克昌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为先
河南省副省长 张广智

切实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
河南省副省长 张维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