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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8月23日登封开幕，会期2天，

2014嵩山论坛 探讨

“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
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以下简称

“嵩山论坛”），是由中国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
研究院、凤凰卫视、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国际性高端文化论坛。

她依托嵩山良好的自然、人文
和生态环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
点，以基金会为支撑，以中外高端
人才为主导，坚持“互相尊重、求同
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汇集
国内外多元文化的代表人物、学术
领袖、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及政要、
政府智囊和知名企业高管，倡导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增进各国人民
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在和睦相处中共同发展。

“论坛”定位：文化交流、文
化研究、成果展示、人才培养、产
业发展。

“论坛”理念：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坚持社会公益运作
原则，整合社会资源；秉承开放、
包容、平等的对话机制，促进华夏
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为华夏文明走出去服务，为全球
华人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

“论坛”目标：将“嵩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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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嵩山打
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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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设计：每年在河南省登
封市举行年会，邀请国内外政要、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全球知名
企业家出席论坛。论坛围绕华夏
文明传承创新和世界文明对话交
流确定总议题，根据需要设置若
干分议题，通过主题报告、演讲、
分组讨论、现场互动等形式展开
研讨，形成论文集出版发行；专家
建议等成果报送国家有关机构。

“论坛”地址：参照“博鳌论
坛”的做法，按照体现华夏文明
内涵、展示中原文明特点、彰显
世界文明多样性要求，在登封建
设“嵩山论坛”永久性会址，在郑
州市郑东新区建设论坛总部，在
北京市设立论坛联络处。

2011 年 9 月，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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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相
互理解、相互尊重，在和睦相
处中共同发展的高端论坛。

“嵩高维岳，峻极于天。”
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文
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
展的主导，是华夏文明的核心
地区，具有文化上的根源性、
原创性、基础性。多元文明在
这里碰撞、融汇、生根、开花、
结果，尤其佛道儒三教荟萃、
和谐共生，形成了博大精深的
嵩山文化。登封市现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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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建设中华民族重要精神家
园的特有条件。

2012 年，首届嵩山论坛
引起河南省政府的关注，副省
长张广智率先提出支持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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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9 月 20 日~23 日，
中岳嵩山迎来了一次超越国
界的文化盛典。来自美国、俄
罗斯、新西兰、日本以及国内
两岸三地的 130 多位知名学
者、教授共襄盛举，围绕“从轴
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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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智副省长在致辞中
说：“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相
聚在美丽的中岳嵩山举行华
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论坛，
是中国文化学术领域的空前
之举，也是世界文化学术领域
的一件盛事。”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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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山巍巍，大河汤汤。河南省人民政府
刚刚印发《关于支持登封市建设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指导意见》，
海内外关注的目光就将再次聚焦“天地
之中”——登封。8月23日，备受关注、
为期2天的“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
世界文明对话论坛”2014年会将在登封
盛大开幕。
2012年以来，每年一度，来自世界各地
各种文明文化、各种宗教流派的代表人
物、学术领袖、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以及
政要、政府智囊和高端文化企业高管，齐
聚“天地之中”，从首届嵩山论坛探讨“从
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到第二届嵩山论
坛研讨“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再到本
届嵩山论坛确立“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
性”的主题，嵩山论坛一路走来，以其开
放包容、丰富多样、经世致用的特质，对
话世界文明，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
新中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更强的责任担
当，实现更大作为，正逐步成长为具有广
泛国际影响的文明对话交流平台。
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登封播报 冯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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