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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是处世大智慧，平等基础上对话就会和谐

“我是第一次来登封，第一次参加嵩山论坛，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被这座“我是第一次来登封，第一次参加嵩山论坛，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被这座
美丽的城市深深震撼。以嵩山论坛为契机，今后，我们非常希望与河南加强教美丽的城市深深震撼。以嵩山论坛为契机，今后，我们非常希望与河南加强教
育交流合作，希望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到我们学校交流学习。”育交流合作，希望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到我们学校交流学习。”1212日，接受记者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副校长卢易吉采访时，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副校长卢易吉··菲立切开门见山地说。菲立切开门见山地说。

据了解，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于据了解，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于 19721972 年建校，坐落于意大利科森年建校，坐落于意大利科森
扎省，是教育部最早开始公派留学的著名公立大学。我国于扎省，是教育部最早开始公派留学的著名公立大学。我国于19781978年即向年即向
卡拉布里亚大学派出首批公派留学生，并从卡拉布里亚大学派出首批公派留学生，并从20032003年以来，每年派出年以来，每年派出20~3020~30
名中国学生攻读该校药学、经济、工程建筑及其他专业。“目前，我们大学名中国学生攻读该校药学、经济、工程建筑及其他专业。“目前，我们大学
有有300300多名中国留学生，架起了意大利与中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这多名中国留学生，架起了意大利与中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这
次来河南，我们希望与河南多所大学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促进教育领次来河南，我们希望与河南多所大学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促进教育领
域深度交流合作。我们学校拥有人文、工程等多个院系，可与河南教育域深度交流合作。我们学校拥有人文、工程等多个院系，可与河南教育
界加强文化及工程技术领域学术研讨交流。”界加强文化及工程技术领域学术研讨交流。”

写于写于1313世纪的《马可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曾波罗游记》曾见证着东西见证着东西方经济文化最初的交方经济文化最初的交
流和共融。如今，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中国与意大利流和共融。如今，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中国与意大利

的合作交流将更加深入。卢易吉的合作交流将更加深入。卢易吉··菲立切说，意大菲立切说，意大
利推出了国际性留学项目，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国利推出了国际性留学项目，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国
很多省份都能申请。中国与意大利历史都很悠很多省份都能申请。中国与意大利历史都很悠

久，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久，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
非常希望双方能加强非常希望双方能加强交流与合交流与合作。作。

促进教育领域深度交流
——访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副校长卢易吉·菲立切

“中国大运河已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如何把握大运河文化遗
产的特性？如何针对不同形态制订不同保护策略？”12 日，在嵩山论坛
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廷皓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见。

他认为，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的超
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要素错综复杂，这对工程设计者、施工者水平提出
很高要求。大运河的建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人利用超大工程创建人类新
水系的能力，堪称人类伟大工程，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非
技术遗产与经济、政治发生直接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于此，形
成众多文化结点，这些结点又刺激和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的商贸往来和
文化交流。

“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产业和行业，因大运河工程而建造的
祭祀纪念性建筑及其他遗址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仅直接或
间接见证大运河的历史，而且影响着沿线区域的历史进程。面对中国大
运河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不可仅重视工程成就，更要注重保护，这对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将起到重要作用。”张廷皓提出以上建议。

大运河见证文化多样性
——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廷皓

“人文主义不管包括了多少概念，它最关注的还是人类的价值，即人
作为一种物种的价值。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物种，其差异主要来自
对人类价值的认知和定义上。”约安娜·库苏拉迪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对于人类价值的定义也有所不同，而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
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其他人。但是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用到通
用的道德原则，比如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等。幸运的是，现在这些道德
原则放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能得到共鸣和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生命的保护，是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必
要的条件。如何保护人类生命，是所有人、所有国家需要共同思考的问
题，也是需要人类共同携手、共同面对的困境。全球化让所有人的命运
变得息息相关，这次论坛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就是关注贫困，消
除贫困，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让所有人都得以享受到基本的社
会服务，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唯如此，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建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约安娜·库苏拉迪说。

尊重生命是世界性共识
——访国际哲学学院主席、土耳其马尔提普大学教

授约安娜·库苏拉迪

李申申教授一直潜心于研究中外教育史，衣着朴素，虽然已67岁，但
一讲起传统文化的传承，她就精神倍增。“这和我这些年的研究有关系，
尤其是近十几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教授结
合自己的研究分析了和而不同如何运用到接人待物、为人处世中，提出
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和而不同是接人待物、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李教授说，首先，它是
用整体的眼光来看问题，它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涉及各个方面，比如涉及
自然界，也涉及人们本身，涉及个体也涉及他人，涉及本民族也涉及其他
民族。“以整体的眼光看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就比较正确。”其次，
它是用平等的眼光看问题。李教授说，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就会
产生和谐。从和而不同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这个民族，我要生存，我
要追逐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生存，其他民族的利益，我们就可
以在保持自己各自不同的个性、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和谐的共同的追求。”

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在不断地探讨中，从娃娃开
始，在青年人中间，逐渐把我们的文化传承起来，张扬开去。民间现在有
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机构、组织，各个学校对中华传统文化非
常重视，这是好的苗头。”李教授说，“再者，要有自觉和担当精神，我觉得
我们高等教育对年轻人的教育大有希望，我们的国民大有希望，我们的
民族大有希望，我们中国梦的实现大有希望。”

如何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访河南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申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