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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脚下，千年将军柏见证文化盛事

全球文化大咖 嵩山精彩论道
亿年嵩山脚下，千年将军柏默然见证文化盛事——昨日上午，嵩山论坛文化论坛在登封嵩阳书院举行，来自

俄罗斯、美国、中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成己成人——人的维度拓展与提升”主题展开深入的对话与交流，世界文明
与华夏文明在这里激情碰撞。

“成己成人”是儒家的核心内
容，强调通过自我完善，进而帮助
完善他人与世界。但这只是儒家的
一个位面，即儒家的君子之学。“君
子修身立德”，是出于对君子人格的
要求。君子之学是以道德为核心，
要求善优于权力。儒家的另一个位
面是庶民之学，是以人的权益、正
义为根本，强调权益优先于善。

孔子讲庶之富之教之，也是说

先是做到人口繁盛、百姓生活富
足，然后才是教化问题。

儒家既重视修身传统，也致
力于解决社会正义、社会制度建
构问题。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法治
社会的构建期，应该将庶民之道
与君子之道置于同等重要的地
位，共同发展。使百姓生活富足，
使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才能长
治久安。

在昨日举行的“成己成
人——人的维度拓展与提升”主
题研讨会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哲学所教授谢尔盖·霍鲁日说：“我
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
里，来到中国智慧的中心，来到伟
大的天地之中，回到嵩山论坛。”

谢尔盖·霍鲁日是嵩山论坛
的老朋友了，基本上之前的每一
届嵩山论坛他都有所参与。此
次，谢尔盖·霍鲁日以《保护人
类：挑战与回应》为主题发表主
旨演讲。他说，不同的挑战需要
不同方式的回应，但是，如果仔
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所有的
问题其实都源于两大主要领域：
一个是人类学，另一个是生态。

他认为，我们重新架构嵩山
论坛的哲学背景，基本上都是属
于像人类学和生态学这样一个领
域。嵩山论坛就要共同探讨不同
的方式和方法，共建天下文明。

谢尔盖·霍鲁日说，目前，我
们面临着一些非常关键的全球
挑战。一种全球挑战就是全球
的生态危机，但我们不仅仅有生
态方面的挑战，同时我们还有全
球的恐怖主义挑战，这种挑战是
最近一段时间才刚刚出现的，我
们需要团结齐力才能够共同来
应对。这样一种挑战实际上威
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我觉
得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对于生态的研究，对于人类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自古以
来，中国的儒学都是领先者，对
于全世界贡献很大。

玛丽·伊夫林·塔克说，当前
和谐社会需要培养自己性情，如
何培养性情这是儒家对全世界
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
气。“我们自己养自己的气，也可
以养整个社会的气。”她认为，每
个人与其他人交流是在为这个
社会养气，气的这个概念在孟子
之中它是和义联系起来的，和道
联系起来的，是和自己的微型宇
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儒家释道
都有的精神财富，是全世界，全
社会的共享精神财富。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融合，这
是心中的一种渴望，这个融合借
着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玛丽·
伊夫林·塔克认为，儒家一直以来

都强调在环境之中，保持阴阳平
衡，和谐共生，从西方的宇宙论、
进化论来讲，也一直强调我们从
哪里来、如何看待重视自然保护
这些问题，就需要东西方专家学
者达成一种共识，引导全世界文
明，文化和谐有序发展。具体践
行，我们要通过建造全球性社区，
建设绿色城市，为社会经济发展，
子孙后代生存提供滋养。

“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建的
天下文明，需要重新恢复精神性
的人文主义，它一定要是一种天
人合一的、和而不同的、开放而
肯定的文明。”针对“成己成人：
共建天下文明”这个主题，美国
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
民也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倪培民说，平时我们一般在
谈“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习惯
从横向的空间、广度上面去考
查，然而，仅有横向维度是不完
整的，“天下”还应该有一个垂直
的纵向维度。

在倪培民看来，从横向维度
看来，共建天下文明主要是指世
界各国合作建立一个既保持多
元性而又有全球性的文明，而从

纵向维度看来，则主要指社会的
各个阶层一起合作构建一个以
人类实践生活为主、但又有理智
和精神指导的文明。

如何重建天下文明？倪培
民认为，我们可以朝着以民为
本、利民为主、化民为天三个方
向去努力。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
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国家在中长
期人才培育方面，都出台了重要
文件。”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首席学术顾问及荣誉学院院长
郭少棠说，中国未来人才如何去
培育，如何把人才建设与国家政
策生态文明的建设结合起来等，
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郭少棠说，中国学生要有一
定的文化底蕴，不仅要学中国文
化，还要学习世界文化。同时，
还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此外，还要参与社会建设、
贡献社会，把成己成人概念放在
一个具有实践性的知识范畴上。

“中国未来人才，一定是综
合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创意人
才、创新的人才，拥有共融共创

共建的概念和生态的概念，有
创意和创新的人才才能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才能把中国文化
和世界文明对话连接起来。”
郭少棠认为，把文明对话放在
国家人才培育环境当中，实现
学己成人，把知识和理论化成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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