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2019年
会在登封圆满落幕。连续八年举行的嵩山论坛，每一届都紧扣时
代脉搏，自觉担当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以其开放包
容、丰富多样、经世致用的特质，把世界多元文明的代表经由论坛
的平台“引进来”，使华夏文明、中原文化通过论坛的窗口“走出
去”，以文化的力量助推经济发展,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助力
加油，已经成为“国际郑”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推进“一带一路”
美好愿景的重要宣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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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至22日，嵩山论坛2019年会在登封市举行。随论坛而相聚的海内外学者和各界
媒体大咖激情满满、交流不断；因论坛而诞生的学术成果迅速传播、即将落地开花——通过论坛
的举办，人们对这一开放平台的感悟日趋成熟，对文明对话的理解日趋丰富，对文明交流的方法
日趋多元，对论坛发展的目标日趋明确。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大家奉献了一场思想上的高端
盛宴，为登封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明对话窗口在嵩山开启

嵩山地处华夏文明产生、发展的核心区域，登封市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等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发展，
科技、教育、建筑、艺术等历史遗存丰富，融合禅、武、医的少林文化举世闻
名，形成了开放包容、革故鼎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文化特质，文化资
源和文化传承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文化圈中具有独特地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河南历史文化优势、促进中华文
化弘扬和繁荣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贯彻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推
进华夏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战略部署，河南省倡议举办“嵩山论坛”，组建了
嵩山论坛组委会，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
共同主办“嵩山论坛”，着眼于“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每年9月中旬，
定期在“天地之中——嵩山”举办论坛年会，搭建起世界文明对话和文化
交流的平台。

文明在对话中升华

2012 年 9月 23日至 25日，中岳嵩山迎来了一次超越国界的文化盛
典。首届嵩山论坛在登封举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等嘉
宾，以及国内外 150余名专家学者共襄盛举，围绕“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
明”的主题，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世界伦理”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交流与探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在碰撞中迸发出璀璨的思想
火花。论坛进行了 70余次主题演讲和专家发言。时任副省长张广智率
先提出支持登封市先行先试，以“嵩山论坛”为载体，建设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示范工程，并将其作为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破题”之
作的战略构想。

2014年，河南省政府专门下发《关于支持登封市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示范工程的指导意见》，决定把登封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先
行先试区，积极探索，先行试验，打造华夏历史文明重要的遗产保护基地、
传承创新高地、中原经济区文化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
示范区。

第二届“嵩山论坛”年会于2013年 9月 5日至 13日举办，以“人文精神
与生态意识”为总议题，设“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文明与企业家精神”三个分论坛，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
的学者，国内经济、文化界的专家与部委领导，以及企业界人士430人展开
对话。论坛还邀请了吴敬琏、王赓武、冯沪祥、郑也夫等名家，举行“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系列讲座”，扩大了论坛影响。

第三届“嵩山论坛”年会于2014年 8月 22日至 24日在登封市举办，以
“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为总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日
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韩国前副议长文喜相等国内外政要出席并讲话，80
多位来自世界各大文明的学者代表，140多位海内外嘉宾参加论坛年会。
论坛呼吁个人、社会、自然与“天道”的和谐，呼吁构建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第四届“嵩山论坛”年会于2015年 9月 11日至 13日在登封市举办，以
“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议题，来自全球各大文明的 100多
名文化学者、企业界人士开展文明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
意大利科森扎省省长马奥·奥基乌托等嘉宾出席开幕式。论坛举行的中
原机遇对话世界变局暨中意建交45周年和“一带一路”中意经贸合作研讨
会、“一带一路”中意文化合作与交流研讨会，为“一带一路”铺路搭桥，达
成了系列合作协议。

第五届“嵩山论坛”年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在登封市举
办，以“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为总议题，设立文化论坛和经济论
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出席年会
并发表了主旨演讲，来自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 120余位国内外政要、
智库专家和商界精英开展对话交流。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
国学者托马斯·萨金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
闻等专家开展了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分析区域发展新格局，寻找转型
发展新动力。

第六届、第七届“嵩山论坛”年会分别于2017年9月15日至17日、2018
年 9月14日至16日在登封举办，主题分别是“成己成人：共建天下文明”，和

“多元共存·和谐共生·未来共享”。这两届论坛设立文化论坛和海外华文媒
体论坛，文化论坛由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位专家学者开展了
分组讨论；海外华文媒体论坛邀请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华
文媒体负责人。两届海外华文媒体论坛，分别围绕“海外华文媒体助推‘一
带一路’及河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海外华文媒体助推河南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和讨论。年会实况和成果被海内外60多家华文媒
体报道超过500篇，进一步提升了“嵩山论坛”的国际影响力。

革故鼎新的文化高端论坛

“嵩山论坛”尽力打造一个有文化有深度的高端论坛，塑造“对话”品牌，邀请国内外多元文
化的代表人物、学术领袖、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及政要、政府智囊和知名企业高管，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已经在世界社科
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一定的影响力。

前七届嵩山论坛举办以来，共有来自俄罗斯、土耳其、美国、以色列、印度、伊朗、奥地利、意
大利、德国、法国、丹麦、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7位专家
学者，及国内335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收集学术论文310余篇，出版论文集6部，专著1部，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杜维明教授认为：“在经济上，北方有达沃斯论坛；在生态上，南方有生
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文化上，位于中部的登封，应该有可能将嵩山论坛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
文化论坛。”

七年来，嵩山论坛成为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渠道，让中原文化走出了河南，走向了世界；
成为河南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以热情、周到、节俭、有序、环保的服务，向国际友人展现了一
个开放、自信、包容、奋进的河南，向各大文明展示了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新魅力和新形象。

依托河南省政府《关于支持登封市加快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指导意
见》，登封市舞动“嵩山论坛”文化龙头，按照“景城（乡）一体、全域旅游、南北呼应、经旅耦
合”的思路，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和全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总体布局，为登封经
济发展插上了文化翅膀。谋划实施的 106 平方公里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宏图徐
展，正弘中岳城、建业中岳文化苑等项目先后落地，投资 210 亿元的恒大嵩岳桃花源、投资
200 亿元的绿地嵩山特色小镇等文旅项目相继开工。2018 年，登封新引进文化旅游项目 11
个，总投资 634亿元，投资额在引进的所有项目中占比 74%。全市全年接待游客 1530.7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31.3 亿元，分别增长 13.4%和 15.9%。目前，强化“生态、文化、旅游”三大优
势，登封正打造美丽生态，建设美丽城乡，发展美丽经济，绘就美丽民生，奋力谱写美丽登封
建设新篇章！

据悉，未来几年，嵩山论坛将按照“论坛+创意+培训+产业”的发展思路，圈层布局、集聚发
展，着力打造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原经济区对外交流的窗
口、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区。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武建玲左丽慧 李焱 通讯员 韩心泽 宋跃伟

促进文明对话关注人类未来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文明。不同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
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一些难题和困境，也需
要不同文明在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与交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发展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只有通过文明对话，形成对话的文明，才能合力共创美
好未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淞说，连年成功举办
的嵩山论坛便是促进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搭建起了世界文明对话
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人类要迈向光明和美好的未来，离不开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力
量，也离不开文明对话和文化支撑的力量。”嵩山论坛组委会主任
张广智认为，人类未来的进步需要发展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文化，
通过对话，可以消除彼此的隔阂误解、促进民心的相知相通。同时，
在大变局中，各种文明更需主动进行对话、消除隔阂对立，共同面对
世界性难题，对人类自身的未来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推动现实合
作，实现共荣共生、共建共享。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倪培民表示，扭转人类面临的困
境，必须通过文明对话来实现，“文明对话指的不是互相对抗、唯我
为先的‘丛林模式’，也不是各占地盘、互不往来的‘动物园模式’，更
不是各自发声但互相屏蔽的‘平台模式’，而是‘会诊模式’，不同文
明都参与人类境况的诊断，集一切智慧力量来应对挑战。”

就文明自身的发展来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
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是文明
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
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多年来，“嵩山论坛”搭建了不同文明
之间交流互鉴的平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利用这一平台，
在“天地之中”互相交流，用实际行动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

昨日上午在嵩阳书院举行的以“良知·理性与人类未来”为主题
的文化论坛上，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人类文
明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进行交流。尽管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不同专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坦诚交流，这就
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体现。

现代科技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届
年会经济论坛上，一批知名的经济专家还着重探讨展望“人类未来
的文化科技”。

“科技不应该只是工具，而应该着眼于人类的幸福。”TAOME
智能助理发起人钟晓峰认为，科技应该成为人们连接自然与自己内
心的工具，幸福经济应该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经济新场景。

牛顿项目创始人CTO刘青焱认为，本届论坛在文明对话中注目
于科技是很好的导向。“用文化指引科技创新发展，有利于科技的健
康发展，同时也将推进文明向更高台阶迈进”。

海外媒体助阵讲好河南故事

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当属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郑州报业
集团共同主办的海外华文媒体论坛。9月 21日下午，作为嵩山论坛
2019年会重要内容之一，海外华文媒体论坛在登封圆满举行。世界
各地29个国家和地区优秀的华人媒体代表和学界专家汇聚一堂，共
同探讨在智能时代进行媒体创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助力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时代命题。

“海外华文媒体是华夏文明全球传播的重要力量，在华夏文明
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 6000多万海外华
人与祖国联结融合的纽带，也是增进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沟通
理解的桥梁。”张广智说，嵩山论坛已连续举办两届海外华文媒体分
论坛，全球 63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对嵩山论坛进行了系列报
道，有力提升了嵩山论坛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了
海外侨胞与祖国的文化交流。

郑州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认为，华文媒体拥有融通中外的独特
优势，我们相信，有海外华文媒体朋友们的参与、传播，“嵩山论坛”
的国际影响力一定会持续扩大，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对嵩山论坛了解的加深，海外华文传媒协会主席、澳大利

亚华厦传媒董事长项翔对河南、郑州和登封
有着更加深厚的情感。他表示，海外华文传
媒将以独特的视角，宣传报道河南、郑州、登
封的改革开放成果，把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建
设的伟大成就展现在海外侨胞面前，不断增
强全球亿万中华儿女的向心力、凝聚力，为
郑州的腾飞加油鼓劲。

除华文媒体之外，本届论坛还首次邀请
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媒体参加，以多语
种方式和全媒体形态传递嵩山声音。“我要做
一个专业的‘厨子’，用适合海外话语体系的
表现形式，‘烹饪’出最好的产品。”“从嵩山论
坛上获取精神营养，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走向
海外高端传媒。”德国欧洲信传媒集团总裁范
轩、美国《中美邮报》社长屠新时等表示，要讲
好河南故事、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
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着眼成果转化论坛更接地气

张广智介绍，本次论坛收到学术论文 40
多篇、组织主旨演讲 40多人次，形成了一些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成果。海
内外媒体对此次论坛的盛况进行了全方
位、多传报道，进一步提升了“嵩山论坛”的
影响力。

9月 20日下午，着眼于把论坛的高端成
果转化为发展成果的登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及省内相关专家汇聚一
堂，为登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升级
建言献策。

着眼于把论坛的高端成果转化为发展成
果，在嵩山论坛 2019 年会开幕前一天，来自
北京及省内相关专家汇聚一堂，为登封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建言献策。

如何使“嵩山文化”“天地之中”文化
立起来、有形象，挖掘好、推介好“嵩山文
化”和“天地之中”文化品牌，做好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登封如何做好城市定位、大嵩山的
文化定位、登封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势与不足等进行了热烈讨
论，并给出了意见和建议。专家们普遍认为，登封的历史文化
积淀丰厚，世界级的文化旅游资源众多，“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是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嵩山无愧文化圣山称号。专家们建
议，要把做足嵩山的文章，作为郑州城市崛起与城市文化提升
的重要支撑；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就要做成世界的，登封要利用
好世界文化遗产，擦亮“天地之中”金字标牌，盘活观星台、王
城岗、汉三阙等文化资源；要讲好嵩山文化故事，通过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要利用眼
下的研学游热，用一个响亮的主题把散落嵩山上下的珍贵文化
资源整合起来，开发形成有特色的旅游线路；要做好文化与旅
游的融合、文化与创意的融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深化游客
的旅游体验……

“研讨会的举办使嵩山论坛的高端成果转化为地方生产力、
转化为发展成果，我们深受启发。”登封市有关领导表示，将按照
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汇总整理，“这些意见和建议
将为促进登封文化资源和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化，建设美丽登封、
推进全域旅游，推动登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有力的推动
作用”。

在前七届论坛的经验之上，嵩山论坛 2019 年会秉承“互相尊
重、求同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的理念，围绕“文明对话与人类
未来”主题，开展对话交流，促进文化交融，推动文明互鉴，共绘世
界文明共同进步蓝图，共筑人类美好未来——以文化的力量助推
经济发展，嵩山论坛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原更加出彩增添
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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