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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倡开放包容 推动文明进步

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国哲学
教研室主任、教授乔清举以《成
己成人成物：中国文化中的世界
和文明》为题，讲述了中国传统
哲学在现代人生修为及生态文
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乔清举从中国传统典籍《中
庸》讲起，阐述了儒家关于一个

人从“尽己之性”到“参天地”的
不断进化的过程，最终要争取成
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圣贤。乔清
举认为，人人都不是天生的圣
人，需要不断进行道德修养，不
断花费功夫，才能达到德行完
满的境界。除了内部强化自我
修养外，人们还需要在人世间
实践和磨砺，在主观、客观两
个方面互相交融，最终达到至
圣的地步。人的道德修为不
仅是自己内部的事，还要处理
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和
自然的关系，自己和世界的关
系。人要在追求自我和外部世
界和谐统一的实践活动中实现
成贤成圣。

“成己之道，是人通过修养
可以达到的。”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杨慧林从“对极性”和
“相互性”两个概念，阐述了中西

方深层学术对话的概念。
“近年来，对极性和相互性

这两个概念是西方神学研究者
比较常用的概念，也可以为中西
对话提供一种参考。”杨慧林说，
“对极性”是德国神学家讨论基
督教神学时用的一种解释说法，
按他的说法，人的生活方式本身
就是对极的，就是有一个不同的
极性，成己和成人也有一种“对
极性”的概念。同时，通过不完
美的互动，形成一个圆融无碍的
状态，相生互动就是“相互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
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四龙的演
讲角度非常独特，他以“疾病”观
念及治病方法入手，从中国传统
医学与印度佛教医学医疗文化
系统的建构角度，来探讨共建天

下文明的可能性。
“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健康，

是所有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的
基础。当我们以‘超越’的视角关
注成己、成人这个问题时，我们还
要用同情的眼光关注个体生命的
痛苦与烦恼。”李四龙说，在智者
大师的医学观念里，疾病是一种
生命的痛苦与烦恼，而医疗文化
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不同
医疗文化系统也有很多对话、交
流、融合的机会，比如，中国、印度
虽然在医疗观念方面有许多不
同，但是却曾经很好地融合，并促
进了双方医疗系统的建构。

美国丹佛孔子学院院长、美
国《中美邮报》社长屠新时说，这
两天，来自海外华文媒体的负责
人就怎么在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交
流中起到更大作用进行了很好的
交流。大家认为，媒体作为传播
者，同时也是教育者，应该坚持把
好的东西散布出去，而不应该传
播有污染的东西。目前，一些海
外华文传媒已经在媒体所在国发
展成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传媒机

构。这些机构依靠自身力量，一
步一步成长，为加强海外华人与
当地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做出了
贡献，积累了经验，今后也可以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过程中起
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屠新时还谈到了中国汉字
与中国书法的关系。他说，中国
汉字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希
望汉字未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
上的主流语言文字之一。他在
美国开设书法课的过程中，也感
受到书法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的有益作用。通过学习书法技
艺，人们可以领悟到中国文化的
“道”，这是中国书法独特的地
方。目前，他已经教会了 200多
名美国人用毛笔书写中国书法，
让这些外国人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美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李四龙：

开放包容，形成文明新境界

美国丹佛孔子学院院长、美国《中美邮报》社长屠新时：

汉字和书法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教授乔清举：

人与自然最终要成为生命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慧林：

“对极性”和“相互性”的思想空间为中西
对话提供参考

9月17日下午，嵩山论坛2017年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中外知名学者和专家围绕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分享观
点，碰撞智慧，为论坛画上圆满的句号。

迪拜中阿卫视台长刘海江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的
选择，也将是世界的选择。历史
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连
接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有
机组成部分。中国开始有机会
向整个人类贡献自己的智慧，也
有机会分享世界其他地方的文
化成果。如今，经过无数次洗礼
和沉淀而成的中华文化思想，对
于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和平秩序
构建以及各个民族间良性互动

也将产生巨大而积极的贡献。
刘海江认为，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中国追求和平发展过程
中，“一带一路”倡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包容的、
互利的合作途径，大家一起共同发展，这既符合人
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
体现。

“孔子是我哲学思想的一个
源泉，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教师，
他的主张也体现在他的教学过
程之中，而我认为不管我们的主
张有多好，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的
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
就无法改变世界。”苗建时说，哲
学并不仅仅是关于主张的，它也
是涉及具体教育改革的。

苗建时说，学科内的知识让

大家有一个错觉，即我们的知
识、专业技能是彼此隔离的，是
相对独立的，但是新的教学法、
教育学告诉我们，应当采用一种
跨学科的方式，把不同的理论联
系起来。过去十年之中，很流行
跨学科研究，而自己的特长是宗
教学，它就涉及了跨学科，在这
个路径之中，我们在很多学科之
间都要搭起桥梁。

在苗建时看来，当代大学教
育有其失败之处，只是在学科之中
去谈论价值，不管是哲学、经济、环
境科学，并没有一个有体制的制度
化、系统化的跨学科方式来思考，
没有一种普遍性的尝试，把这种跨
学科的价值放在整体大学教育框
架里面，给大家带来认识论的问
题，还有社会、道德的问题。

迪拜中阿卫视台长刘海江：

“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选择
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苗建时：

跨学科研究改变教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