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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

嵩山论坛 2012 年会、2013 年会
成功举办的两年，也是登封以建设世
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带动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的两年，其文化、旅游产业
带动力逐步增强，厚重文化积淀的时
代价值日益凸显。

2013年，登封全年接待中外游客
9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2014年上
半年，全市接待游客已达495万人次，旅
游收入37亿元；全市确定的27个文化
旅游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7亿元。

2014年嵩山论坛召开在即，论坛

将以怎样的专家学者阵容，怎样的主
题、议题回应人们的期待？让人期盼。

“天人合一”是具有鲜明本源性、兼容
性、涵盖性、前瞻性乃至永恒性的文化
命题。同时，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
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曾声情并茂地
解读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是多彩
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
价值……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为此，嵩山论坛组委会确定2014

年年会主题为“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
按照“水准一流、务实节俭”的原

则，本届论坛将更加突出文明对话特
质，参会学术领袖及国外（前）政要达
140余人，均在各自学术领域有较高成
就，论坛将依托“天地之中”丰厚的文化
优势，推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开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的新境界，共同把嵩山论坛建设成为
世界文明对话的交流平台、华夏文明
展示的服务中心、全球学者倾慕的学
术圣地、世界华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市
场发育、竞争政策、收入分
配、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目前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与
地区经济发展等。

2013 年 9 月 5 日~13 日，第二届
嵩山论坛在登封举办，来自美国、俄
罗斯、德国、新加坡、港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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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和
中央部委领导以及 120 余位国内专
家学者、80位企业家参加。

此次论坛主题为“人文精神与生
态意识”。论坛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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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沪祥等专家学者举行了 8
场系列专题讲座，以及近百场演讲和
专家发言。

第二届嵩山论坛的成功举办，显示
了登封、郑州乃至河南在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中的责任担当，使嵩山论坛成
为“文明河南”建设的一张文化名片。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
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指出：“河南致
力于中原文化建设、弘扬华夏文明，不
简单重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
法，不做功利文化，而是自觉担起作
为中原人的历史责任。”

著名作家冯骥才也有感而发：
“文化是永远不变的王牌，富起来容
易，有文化不容易，我向牢牢抓住文
化根基的河南表示敬意！”

本届“探讨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在碰撞中促进华夏文明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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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记者、编辑、主任
编辑。

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
亚思想史和东亚国际关系
史。主持中外研究项目数
项，出版专著数部，论文数
十篇，获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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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资深研究员，中国当代
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
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
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
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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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专题讲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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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评论家，著名作
家，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思
想文化、“文革文学”、中国现当
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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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
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
及亚美欧澳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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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
经济管理硕士。研究领域：财政
政策研究、税收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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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先
后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
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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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端文明对话平台

2014嵩山论坛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