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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对哲学、精神人文主义和人类共同体的互相理解，亚历山大·尼·丘
马科夫说，应该把哲学放在最高的位置，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哲学
有着绝对的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而如何使社会可持续
发展，如何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使不同人群中建立友爱的关系尤为重要。

首先就要对哲学有个全面的认识，从哲学的角度看待现在的生活，哲
学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开始探讨可持续发
展、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等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没有
一个共同的指导性原则。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
就意味着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体系，要求我们有足够的全球的智力，而
目前这样一种智力还不存在。因为人类还未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思考自己
的责任，这就需要尽快对现有的分裂的价值体系进行修改，而这一切没有
哲学是不可能完成的。

利用哲学修改现有价值体系
——访俄罗斯哲学界专家亚历山大·尼·丘马科夫

文化为先导 融入“一带一路”
中外专家学者畅谈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段英认为，“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讲不仅只是一种机制，而是借用古
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发出的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目的是依靠
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今天，我们齐聚登封，参加这样一个国际性文化交流盛会，正是为了进
一步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也是为‘一带一
路’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好文化引导和文明交流。”段英认为，本届
论坛立意高远，主题深刻，对河南开启未来国际交流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当谈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现代传播”话题时，她提出真知灼
见：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中国与意大利同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
文化的层次上也堪称“门当户对”，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与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业具有先天的联系，建议河南、郑州应深刻思考如何以发展文化
旅游业为先导，提前谋划产业布局，全面提速融入“一带一路”步伐。

做好文化引导和文明交流
——访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段英

文化无国际标准但可国际共享
——访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
名誉主席、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彼得·肯普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摩天大楼、商业组织、高级
酒店，却无法看到一样的文化体系。信仰、道德、哲学思想等在不同的国
家、不同地区都有很大差别。彼得·肯普说，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可以同质
化，拥有国际标准，而文化不能。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不同地方的科学技术也随之全球化。
“科学技术在同样的国际和经济网络下运行，不同地区的国家和企业做出
的很多决策，都已经取决于国际而非自己的标准。”彼得·肯普说，而文化是
对一定区域历史社会的一种特有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和传统性。

那么，深植于传统土壤的文化体系，如何让世界共享呢？彼得·肯普
介绍，要找到共同点，“尤其在伦理道德这一块，不同的文化之间都是有
共同点的。”在寻找共同点、实现共享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文化自己固有
的特点，这样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也更利于不同文化间的
交流借鉴。

“诚”在人格塑造上有重要意义
——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

昨日上午，在嵩阳书院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景海峰从《中庸》的角度
来探讨“诚”的概念。

景海峰认为，“诚”的启示，在精神方面，对中国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而在行的意义建构上，也有重要作用，“诚”不是平面的、通俗的，而是一
个核心的枢纽型概念。

在景海峰看来，如何在千变万化、天地万物的动态之中把握现在？
就需要“诚”的概念，而不仅仅只把它当作对世人品格上的束缚和要求。

对于现代人来说，提到“诚”，就会想到“信”，对此景海峰解释，虽然
“诚信”是一个词组，但却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信”表达的更多是“仁义礼
智信”，而“诚”则是更高层面的概念，是与天道紧密联系的。

“即使在天人合一的概念里，‘诚’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
对我们做人做事都有启发，对世人的人格塑造、人格精神，都有很重要
的意义。”景海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