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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架起共融之桥
和而不同 推动中原文化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化因交流而丰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秘书长丁奎淞表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相互激荡、相互交
融的过程，本届嵩山论坛将“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主
题，展示了论坛的国际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文
明融合之桥。

丁奎淞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
明，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构成波澜壮阔的文
明图谱。人类应携手推进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让文明对话成为
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
纽带，让世界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加绚丽的未来。

“嵩山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四届年会，是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也
是一座文明共融之桥。”丁奎淞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社会信息化、利益多元化持续推进，
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
的必然选择。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维护者，中
国通过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主动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展伙伴关系，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此次论坛邀请来位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意大利客人，双方围
绕经贸、文化交流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使得中意友好合作
关系更上一个台阶，使得这种文明对话初战告捷。

嵩山论坛架起文明共融之桥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立足
本届论坛主题“和而不同”，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智慧。

他说，“和而不同”的对立面就是同，“和而不同”的必要条件便
是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这种具有东方智慧的哲学思维。
过去 30 年，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亚洲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讨论。
儒家价值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普世价值，可以和西方普世价
值“理想、自由、平等”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

杜维明说，儒家传统是地道的学习文明。儒家学习的方式以
对话为主。单向的说教，被动的接受，或一言堂都不符合儒家的教
学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体现了儒家沟通伦理的基本原则。

中国是有着 5000 年以上长远记忆的国家，在经历 170 余年的
坎坷发展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文化、学术、思想发生原创
性 突 破 的 时 刻 ，这 是 一 个 需 要 儒 家 以 及 整 个 中 华 文 化 传 统 在 文
明 对 话 过 程 中 实 现 创 造 性 转 化 ，并 为 经 济 社 会 和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提供动力和贡献思路的时刻。“未来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是单边
一元的，而必然是多元多样的，这多元多样的世界文明，是互相
理解、对话的。”

“和而不同”理念充满东方智慧
——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

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杜维明

“和而不同，这个论坛的主题太好了。站在登封，天地之中，有一种
故乡的感觉。”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乔清举开门见山表达着对郑
州的“家乡情怀”。乔清举说，在登封这两天的研讨，自己收获很多，
特别是心灵上的触动，“这是我心灵安顿的地方。”“我要说，在这里感
受最多的还是伟大而又深情的乡情。在这种乡情背后，则有饱含哲
学的感染力。”他认为，和而不同与河南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和”与

“不同”的辩证哲学思想是在孔子论语中提出来的，它的观点与郑国
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系。此外，道家中这样的观点也很多，而老子
也是河南人，后来的商丘人庄子也在自己的观点中谈到了这些问
题。这充分说明，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河南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这也
是河南对传统文化的贡献。

乔清举还表示，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规则，也是一种国际
原则。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代表了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
种矛盾但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自然力量。而在对外交流上，中国从
来就不是孤立的，自始至终一直是和外界国度、文化进行着广泛交
往。尤其是在中欧交流方面，早期欧洲传教士在给中国带来西方科
学学科的同时，又将中国的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带回了欧洲，从而
促进双方的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是要
通过“一带一路”，延续和扩大我们对外开放的步伐，实现中西经济文
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共赢。

回到心灵安顿的地方
——访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乔清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