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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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亚历山大·N·丘马科夫在论坛
上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认
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
孤立于国际社会而独自生存。在
这个时代，不仅存在分裂和对抗，
也能看到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相
互合作和高效互动。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有效互动需要建立在文
明发展的基础之上，越是在文化
和文明上相近的群体，在创造相

互理解与合作的氛围时就越容
易，态度也越积极。

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在
于：西方模式下文化与文明的发
展通常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
展和对自然的改造；东方则更多
强调与自身传统和文化传承相
连，尽可能避免干预自然进程。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文化
文明之间的理性、智慧对话是化
解不同矛盾并确保国家乃至全球
层面和谐、均衡发展的唯一可

能。这种对话也是有前提条件
的，即互动群体的文明发展程度
越高，对话越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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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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关注的
是法律在文明构建中的角色问
题。他指出，权利和法律是人类
赖以创造并依旧创造着社会凝
聚力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
段，他在此处援引了法国杰出
的法哲学家 Mireille Delmas-
Marty关于贸易与和平的观点，
即反对单凭贸易就可以带来和
平，也就是说贸易与和平并没
有必然联系。肯普教授接着指
出贸易可能只是遵从“市场规
律”，而且该规律基本上可以等
价于“强者法则”，除非贸易能
够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所认可的一套价值体系统辖，否
则以上法则和规律并不能帮助
构建一个遵守法制、有序多元的

文明世界。
肯普教授强调法律在文明

构建中的重要性，其深层意指
是探讨法律在单文明构建以
及多文明共存之中的角色的
重要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
明秩序构建，需要的是法律而
不是依赖于强权的“市场规
律”（强权法则）。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
斯尔加科别娃·阿科马拉尔·萨利
姆热诺夫娜在发言中说，以共建
天下文明为主题的嵩山论坛，开
展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世界
文明的创建能够为中国以及世界
其他国家不断地发展贡献力量。

如今的中国取得了很多经
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
可以归结于中国人几千年以来
形成的爱国、友善、勤奋、求知、
诚实、坚韧不拔等精神特质产生
的影响。精神的起点对于人生
来说非常重要，只有精神文明和
道德价值观才能使人们团结，并
且幸福，才能引领人类更好地发
展，只有发展人的精神，才能提
升整个国家民族的意识。

她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
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哈两国之间

的合作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已经和中
国的 2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共
赢的伙伴关系。作为丝绸之路
大学联盟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哈
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未来将与更
多的国家开展更多跨国文化的
交际和交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黄玉顺在发言中说，儒
家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首先是
“成己”，然后才能“成人”“成物”。
换言之，成己是成人、成物的先决
条件，这是儒家文明的一个基本原
理。未能成己，焉能成人？

值此全球化时代，对于儒家
文明来讲，成己意味着自我更
新、自我完善，完成自身的现代
转型；成人意味着完善其他文
明、与人为善；成物意味着与其
他文明一起共建全球文明。为
此，必须避免文明冲突，开展文
明对话，这就需要“仁”的情感，
“诚”的态度，需要“以仁心说，以
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姿态。

他说，儒家的孔孟之道重要
的原理之一，就是首先“反求诸
己”。而要成己、成人、成物，
“诚”的态度就特别的重要，它是

成己、成人、成物的情感源泉。
今天，人类需要超越复数的

“世界文明”，构建某种单数的“全
球文明”，对此儒家当然责无旁
贷，要参与到这个“成物”的建构
工作中去。为此，儒家文明应当
“成人”，“与人为善”，即帮助完善
世界其他文明。前提条件是，儒
家文明首先需要“成己”，先完善
自我更新。

日本《中日新报》社长、海外
华文传媒协会主席刘成在发言
中谈道，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持续推
进，国家经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
着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恰逢其时，顺应着和平、发
展、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沿线
国家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
海外华人媒体拥有丰富的资源，
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
体，也是让世界认识河南，了解
河南的重要窗口。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如何与沿线国家打交道成为必
须要考虑的问题。要避免这些
情况，海外华媒充分发挥着重
要桥梁的作用。据有关数据显
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海

外华媒有 1600多家，他们不仅
是 6000万华侨与祖国相连的
信息平台，也是海外华人华侨
与当地的沟通渠道，更是中西文
化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

刘成说，海外华媒在沟通和
引导海外华商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一带一路”建设为华媒的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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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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N·丘马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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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文明构建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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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
斯尔加科别娃·阿科马拉尔·萨利姆热诺夫娜：

精神文明引领人类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