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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带一路”合作搭建新平台
文化+，使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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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叠文图：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徐智慧 肖雅文 李记波 胡审兵 李丽君 崔迎
尚新娇 成燕 左丽慧 聂春洁 宋建巧 侯爱敏 李晓光 马健 周甬 唐强

“我们意大利科森扎省与河南省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文化旅游资
源都很丰富，农业比较发达，双方具有很好的合作前景，本届嵩山论坛开
启了双方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大家今后在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密切
合作。”9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大利科森扎省政府秘书长罗伯特·
阿尔巴诺开宗明义。

除了担任意大利科森扎省政府秘书长，罗伯特·阿尔巴诺还身兼该
省罗塔格雷卡市市长一职。他告诉记者，此次，受河南省政府之邀，科森
扎省首次组团前来参加嵩山论坛。他们非常希望通过这一平台，让更多
河南人了解当地产业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双方开展合作。“我相信，
此次论坛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合作搭建全新平台。首先我们可以
在农业方面开展合作，因为双方都是农业资源大省，比如意大利橄榄油
品质非常高，完全可以输出到河南；此外还能在可再生资源方面大有作
为，然后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

“昨天，我第一次来到嵩山少林寺参观，被精彩的少林功夫表演和登
封悠久的历史深深震撼。意大利历史文化也很悠久灿烂，中国与意大利
应该加强深层次文化交流合作。下一步，科森扎省将与河南省签订合作
协议，在教育、文化、经贸等多领域开展合作。”罗伯特·阿尔巴诺满怀信
心地说。

——访意大利科森扎省政府秘书长罗伯特·阿尔巴诺

“集天时、地利、人和，论坛焉能不成功！”昨日上午，中国戏曲学院国
际文化交流研究室主任胡娜用极富中国哲理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赢得
了现场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中意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又是文化大国，双方有很多相似之处。”胡
娜认为，和意大利一样，近年来，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播。一方面是让传统文化艺术进社区、学校、农村，另一方面
是鼓励传统文化走创意产业的道路。这些举措让全国上下掀起了传统文
化的传播热潮。尤其是目前互联网+概念的兴起，我国在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处理和传统艺术的传播推广平台建设都开始进行新的尝试。

胡娜说，传统文化正在中国焕发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主要显现在文化+，
文化与经济、金融等方面的融合越来越多。还有就是社会力量+，以前基本是
政府主体行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但从2009年开始，我国开始鼓励社会资本、
民间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进一步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今年
是中意建交45周年，两国之间开展了兵马俑展览、京剧演出以及图兰朵巡
演、文艺复兴展览等文化交流活动，为我们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胡娜建
议，中意双方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可以融入经济元素，实现从单体文化项
目到社会开放性文化产业链建设的延伸，以文化为纽带、为平台，最大限度地
实现双方经济文化互惠共赢。

昨日，“嵩山论坛”举行以“精神人文主义与儒家未来”为主题的学术研
讨。论坛间隙，记者采访了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秘书长卢卡·斯卡兰帝诺。

谈 及 2018 年 将 在 北 京 举 办 的 世 界 哲 学 大 会 ，卢 卡 表 示 很
看 好 2018 年 的 世 界 哲 学 大 会 ，希 望 能 更 多 关 注 到 中 国 的 哲
学 ，尤 其 是 儒 学 。

第一次来到中原来到嵩阳书院，卢卡高兴地说：“嵩阳书院的环境十
分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很古老，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也是因为
这个古老的环境与今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文化与自然的合二
为一的体现，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卢卡说：“在我看来，它们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创
造出许多关键词，比如‘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关键词。还有一些词
在以前的西方中也是有的，但是渐渐地就衰落了，比如像‘智慧’这种
关键词。虽然它在西方中已经衰落，但是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中看见
这一概念，而且从中国的传统中重拾起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了
解到，很多在中国哲学中存在的概念，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反之也是如
此。以前中国的一些传统概念也可以从西方哲学中看出来，而且从这
些关键词中可以发现，它们仍然是十分恰切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
来理解当代世界的现实。”

——访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秘书长卢卡·斯卡兰帝诺

如何从哲学角度分析今年嵩山论坛的主题呢？今年嵩山论坛的主
题为“和而不同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9月3日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
样一句话：“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提出
来一个问题，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命运共同体就是涉及人
类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概念早些年就有，它指的是未来的一个词，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这
个词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今，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
比如说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核武器威胁问题、难民问题等。特别是前一
段媒体报道出来的叙利亚3岁儿童在海滩上的死亡照片，震撼了人们的
心灵，让人们反思战争、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问题。还比方说，通常认
为战争会制造难民，如今生态环境恶化也会产生难民，比如海平面上升
导致的问题等。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原来不是个问题，如
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展，已经摆在了全人类的面前。这要求人类要有
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这个讲话很有针对性，战争、威
胁、偏见、敌视等都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从这方面来说，今年嵩山论坛确
定这样的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产业 实现利益最大化

——访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原学报编辑部主任辛世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