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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热情迎客来，天下贤哲襄盛举
第四届嵩山论坛明日开幕 政要专家学者将带来精彩论点

“登封的风景名胜有哪些？”9月10日下午，首次来登封的中山大学人文科学院院长倪梁康，在嵩山论坛会场
大厅饶有兴致地问起当地风景名胜，在得到记者的答案后，他表示要去嵩阳书院、观星台、少林寺看看。倪梁
康教授给此次论坛带来了新的观点“以新的世界眼光审阅新的华夏文明”，他希望“能够在一种跨文化的眼光
中重新审思和诠释华夏文化中的思想与学说”。
截至昨日下午，已有印度、俄罗斯、奥地利、美国等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和部分国内专家学者抵达登封。
12日、13日，嵩山群贤毕至，河南嘉宾云集，海内外170余位政要、专家学者将要给为期两天的嵩山论坛继续
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而已走过三年历程的嵩山论坛，是如何通过对话的方式，始终回应着时代主题的要旨。论坛之外，它对城市地
区的综合发展，现实意义又指向何处？ 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实习生 孙淑霞

首届论坛
“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

2012年9月20日~23日首届嵩山论坛，来自美
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以及国内两岸三地的130
多位知名学者教授一起探讨首届论坛主题。河南
省副省长张广智在致辞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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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坦普尔大
学对话学院院长斯维德勒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赫鲁济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国内的楼宇烈、严绍璗、
王邦维、罗志田、周生春、郭少棠等知名学者作了报
告。论坛进行了 70 余次主题演讲和专家发言，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嵩山论坛”组委会充分尊重大家的建议，就论
坛的长期举办进行了探讨，并计划在登封建设永
远的研究基地和会址，把华夏文明推向世界，推
动华夏文明向全球多元文明开放、交流、对话、反
思、学习、创新。论坛的总主题“嵩山论坛——华
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保持不变，每年一届，选
取不同的年度主题。

第二届嵩山论坛
“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

2013 年 9 月 5 日~13 日第二届嵩山论坛，围绕
“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主题，来自美国、俄罗斯、德
国、新加坡、中国港澳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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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余位国内专家学者，80 位企
业家纷纷发表精彩言论。

中国城市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丁晓宇对于嵩山论
坛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达沃斯论坛是几个人先
开始谈的，后来成了全球知名论坛；博鳌论坛，主要是
偏重经济层面；现在，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论坛。
嵩山论坛的建设、发展恰逢其时，并且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嵩山地处中原，是儒释道三教荟萃的地方，
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几千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聚在
这里，是对华夏文明的再反思，也在对人类未来的发
展蓄力。所以，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嵩山论坛的意义，
它不单是属于登封的，也不单是属于河南的，甚至不
单属于中国，而应该是属于全人类，它的发展，应该致
力于为全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著名作家冯骥才有感而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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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嵩山论坛
“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

2014年8月23日~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张宝文、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韩国国画院
院长叶欣、国际哲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杜维明、
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卢卡·斯兰卡迪诺、世
界著名欧美政治哲学家弗莱德·多勒米尔、世界
著名印度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华东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等来自世界各地的
140多名国内外（前）政要、专家学者齐聚天地之中，
展开思想碰撞和对话交流。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演讲中日文化渊源，
他说：日本是中国的周边文明，日本文明受到中
国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汉字等都是从中国传播
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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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杜维明教授说：嵩山论坛的每次改变
都契合时代发展，聚焦最引人关注的热点，这是打
造一个学界、商界、政界、媒体以及社会团体互动平
台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