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论坛达成共识：把嵩山论坛打造成一个有国际水准的高端文化论坛

“我参加过第三届论
坛，国内外顶尖的学者，一
起探讨天人合一。我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明交
流的平台，把中国儒家思想
和西方、犹太、伊斯兰等文
明，通过对话达成共识，成
为我们人类的普遍价值，这
个意义重大。”登封市作协
秘书长、嵩山文化专家崔燕
方说。

正如印度著名社会思
想家阿希斯.南迪教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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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贤哲聚登封共襄
盛举，对话世界文明，嵩山
论坛已成为广义中华文化
的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体
现者，登封也成为像佛罗伦
萨一样的地方，如今更多的
人用朝拜的心情去回归他
的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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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往届精彩论点 至今余音绕梁

嵩山群贤毕至，登封嘉宾云集。9月12日至13
日，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简称
嵩山论坛)2015年会将在登封举行，在这两天
时间里，海内外170余位政要、专家学者将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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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播报 孙淑霞

2012 年 9 月 20 日~23 日，中岳
嵩山举行了一次超越国界的文化盛
典：首届嵩山论坛。张广智副省长
在开幕式致辞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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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的研究基地和会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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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成 功 举
办，围绕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和世
界文明对话交流确定总议题，参
照博鳌论坛做法，与国内外知名
大学、战略研究机构等建立广泛
合作关系……嵩山论坛的办会模
式与理念使其文化地位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同时，很多专家、学者
的声音“绕梁至今”。
国务院参事徐锭明：
不能断了根丢了魂

在 2013 年 第 二 届 嵩 山 论 坛
上，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登台就给
与会嘉宾抛出一串问题，并又做
了自答。

什么叫文化？“向上心强，厚善富
善，相遇情厚，天下一家，同体共生、
共融，四海皆兄弟。这就是文化。”

爱国是爱什么？“爱我们的根，
爱我们的本，爱我们的魂。”

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13 亿
人民。”

中国文化的本是什么？“960万
平方公里土地。”

中国文化的魂是什么？“五千
年文化。”

徐锭明最后总结说：“所以我
们不能断了根，不能忘了本，不能
丢了魂。”
中国城市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丁晓宇：
自觉担起作为中原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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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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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嵩山论坛的意义，丁晓宇做出了
高度评价。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
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
自觉担起作为中原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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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治心理学家阿希斯·南迪：
另一种世界主义

欧洲启蒙思想或许是世界观
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它却约
束着西方与非西方文化间，甚至非
西方文化内的对话。文化现在被

期望于对这些启蒙价值展现忠诚，
以便在文明世界中可被接受。另
外，所有非西方文化也被期望革新
自身以拥抱这些价值。因此，许多
文化急切努力证实，在它们的传统
形态中其文化与启蒙价值是友好
的，而且偏离这些形态标志着衰落
与萎缩。文明与文化间所有的对
话现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启
蒙价值的框架来协调。所有关于
世界主义与合意社会愿景的讨论
也同样如此。启蒙思想甚至会仲
裁争端，这些争端中启蒙本身也是
一个积极的、转变他人信仰的参与
方。启蒙既成为法官、陪审团，又
成为诉讼当事人。

这里的论点是，启蒙所支持
的、现代的世界主义观点并没有
足够能力抓住极端的多样性。因
为它通过制定明智的、成熟的及
理性的分歧意见的标准，摧毁并
去除了这些分歧意见的毒牙。那
些不满足标准的分歧被认为是幼
稚的、浪漫的、非理性的或者非科
学的。我应该尝试揭示这种思想
的后果，通过考察启蒙视野的其
中一个最严重问题的命运——它
对人类暴力问题的有限理解，以
及这种理解是如何让启蒙价值
习惯性地被我们时代的一些最
具破坏性与种族灭绝性的方案
所劫持。

杜维明认为，作为普通
人表现的是从 18 世纪开始
一直占主流的启蒙心态。
启蒙心态倡导一种普世价
值。这种普世价值主要是
指自由、理性、法律制度、权
力观念、个人尊严等方面的
价值。

对启蒙心态进行现实的
评价，将揭示出现代西方与

“理性时代”的形象有很多不
协调的方面。现代西方的霸
道论认为，进步可能必然需
要不平等、理性、自私自利和
个人贪心。美国人的梦想
是，拥有小车和房子，拿着可
观的工资，享受独处的、言论
的、宗教的和行动的自由。

确实，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它不过是一个梦

想，相当多的美国人也有
同感。生态危机和社群瓦
解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对
此志趣相投、深表关注的
人 ，面 临 着 一 个 紧 迫 任
务，即确保在现代西方占
据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和文
化精英能积极参加精神联
合行动，重新思考启蒙运
动的遗产。实在矛盾得
很：当我们考虑到启蒙心
态给生命支持系统带来的
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时，
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
它的内在逻辑，然而我们
又不能拒绝它在当前和未
来与我们知识界自我定义
的联系。并不存在简单的
解决办法，我们面临的不
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世界著名欧美政治哲学家弗莱德·多勒米尔在论坛现场(资料图片）
参加嵩山论坛2014年会的外国嘉宾(资料图片）

第三届嵩山论坛
规格更高，更具高端性与国际性

打造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首届为单纯的学术论坛，第二届学术论坛与商业论坛
平行进行，第三届论坛吸引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张宝文、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高端政要前来参
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美国人文社科院院士、北
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启蒙心态倡导一种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