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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论坛成为高端文化品牌

嵩山论坛2016年会闭幕 成果丰硕引起广泛关注
本报讯 10月 29日下午，在华夏文

明与世界文明的激情对话中，在睿智
人文敏辩思想的热情碰撞中，嵩山论
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2016年
会圆满闭幕。

两天来，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学者专
家、智库界、企业界嘉宾围绕“转化与创
新：迈向对话文明”主题，在嵩山脚下举行
了一场激荡思想、启迪智慧的交流，取得
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副省长、嵩山论坛组委会主任张广智
出席闭幕式并致辞。省文化厅厅长、嵩山
论坛组委会副主任杨丽萍主持闭幕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张俊峰出席
闭幕式。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
淞，俄联邦政府金融学院哲学系主任、俄
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俄罗斯生态研
究会会员亚历山大·尼·丘马科夫教授，德
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卜松山，中央党
校哲学教研部人文研究室主任、嵩山论坛
组委会主任乔清举，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
心主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徐文，欧盟
中国城市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毅，三全集团
董事长陈泽民等业内大咖分别进行了主
旨演讲并参加闭幕式。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
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副主
席、院士杜维明则以《对话文明的特色》压
轴主旨演讲。

张广智在闭幕词中说，从 2012年至
今嵩山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5年来嵩山
论坛始终围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这条主线，致力于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之间
的交流与互鉴，为当前世界文化和谐发展
提供有益的助力。5年来，通过对华夏文
明和中原文化的发掘、研讨，从中华优秀
文化传统中汲取向上、向善力量，致力于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5年来，

嵩山论坛致力于经济转型发展，创设了经
济论坛，开展了系列讲座、招商推介、圆桌
对话活动，为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启迪心
智、激荡思想贡献了智力。5年来，嵩山
论坛以论坛为载体，着力河南对外开放事
业，向世界展示了河南改革开放的新形
象，也让河南人民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一
路走来，嵩山论坛以其开放包容、丰富多
彩、经世致用的特质，在华夏文明传承与
创新的事业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更强的责任担当，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文化论坛 分享智慧

本报讯 10月 29日上午，嵩山
论坛文化论坛在登封嵩阳书院举
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迈向对话文
明”分享观点，碰撞智慧。

副省长张广智，北京大学高
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央
党校哲学教研部人文研究室主
任、嵩山论坛组委会主任乔清举，
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河南省委
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薛云伟等与
中外专家学者一起，饶有兴致地
聆听演讲。

“在时空急速变化中，每一个文
明都需要自我不断地更新，才能生
生不息。每个文明都必须与他文
明共生共存、互为转化。”论坛主持
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
副院长、世界伦理中心研究员、美
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倪
培民开宗明义。在压轴论坛的主
题发言《一带一路与对话文明》中，
倪培民还提出，“一带一路”背后
的核心理念是“命运共同体”和

“合作共赢”，在对话文明中，大家
需要的不仅是互相了解、尊重，每
一种文明在这个过程中都面临着
自我的转化与创新、在对话中不
断学习提高。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教授陈卫平，美国卫斯理大学哲
学教授、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
教授安靖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副院长、教授梁涛等中外专家
学者分别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发
表演讲。

思想的碰撞、文明的激荡，使得
论坛现场气氛热烈。主题演讲后的
现场互动环节，听众纷纷举手争相
提问，使得此次论坛成为世界多元
文化对话的优质平台。
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苏瑜/文
宋晔/图

世界文明在这里精彩对话
——嵩山论坛2016年会综述

亿年嵩山默然见证，世界文明精
彩对话。

10月29日下午，为期两天的嵩
山论坛2016年会在天地之中登封
市落下帷幕。两天来，来自国内外的
嘉宾围绕“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
明”，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思想碰
撞和交流对话。“世界好声音”唱响中
原，“中原好声音”唱响世界。

闭幕意味着新的开始。今年的嵩
山论坛已完美谢幕，我们共同期待来年
的论坛带给我们一场新的思想盛宴。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苏瑜 徐刚领
徐智慧/文 李焱/图

成功走过5个年头的嵩山论坛已经成
为立足中原、辐射全国、展望世界的高端
文化品牌，成为汇聚人才、研究文化、展示
成果的重要文化交流平台。论坛主题尽
显人文情怀。

助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是嵩
山论坛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但每年的
嵩山论坛都会紧扣时代发展，确定一个年
度主题。从首届的“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
明”、第二届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第
三届的“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第四届

的“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
本届的“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与
时俱进，各有特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是中华文明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
世界所有文明面对的难题。今年论坛“转
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的主题体现了
传承历史文明、关注人类福祉的人文情
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成为本
届论坛嘉宾多次提到的“热词”。多位专
家学者对嵩山论坛的年度主题给予高度
评价并对论坛寄予厚望。

“本届嵩山论坛的主题，强调了不同文
化间的对话、沟通和交流，反映了当今世界
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相信嵩山论坛的成功
举办，必将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
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相互交融，为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传
承与创新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文物学会副

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季说。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淞

则认为，本届年会以“转化与创新：迈向对
话文明”为主题，就是要通过世界各国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不
断的、深入的建设性对话，探寻人类可以共
享的精神财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世界。

10月29日上午，嵩山论坛2016年会文
化论坛在登封举行。古老的嵩
阳书院，众多国内外嘉宾端坐千
年将军柏下，围绕“迈向对话文
明”展开对话与交流。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梁涛以大陆儒学的发

展为例，表达了对中国新儒
学的信心。美国卫斯理大
学哲学教授安靖如则表达
了对儒家民主观念和其领
导力的观点的支持。北京
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

副院长倪培民说，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中，精髓
是和，合作共赢的观念本就深深扎根于中国
的传统文化当中。未来的文明应当是对话
文明，不应是封闭孤立的，更不应是对抗冲
突的。对话的文明，基于文明的对话。而嵩
山论坛正是以实际行动在推动不同文明之
间的对话。共话河南转型发展新机遇除了
文化交流，对经济发展话题的探讨也成为
嵩山论坛的重要内容。作为论坛主办地，河
南、郑州希望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结合河
南、郑州实际和全国、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
为河南、郑州经济发展“把脉问诊”。

为河南经济发展献计把脉
28日举行的嵩山经济论坛上，与

会的政、商、学界代表围绕“经济转型
与行稳致远”的主题展开交流。大家
一致认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
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
贸区这国家五大战略规划纷纷落地河
南，将成为未来河南经济转型升级的
战略性平台，也使整个河南、郑州发展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

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认为，如今，
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航空、高铁的快
速发展，使经济活动突破了区域限制，

“不沿边不靠海，对外开放靠蓝天”这
句话很好地诠释了河南发展的新优
势，出现了郑州首创的“航空经济”新
形态。立体的“丝绸之路”也为河南继
续深度开放提供了更好的支撑，如今
的河南正从“航空经济”向“枢纽经济”
继续发展。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认为，平台最大的功能就是集聚要素、
整合要素，释放发展能量。河南要利
用好五大战略性平台，争取国家的先
行先试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春江水暖鸭先知。整日在市场摸
爬滚打的企业家们对发展机遇有着敏
锐的把握，对企业如何转型有着深切
的体会。面临好环境、好机遇，企业家
会再度迸发创业创新的激情与活力。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
葆森说，只要一个企业把客户的需求，
作为企业前进发展的动力，把满足客
户的需求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把为
客户提升服务作为自己转型的方向，
企业就会找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论坛主题呼应世界发展潮流

将军柏下群贤坐而论道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