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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论坛搭起一个良好平台

——访耶鲁大学教授玛丽·艾弗林·塔克

“非常好，非常完美！”昨日上午，耶鲁大学教授、“中国通”玛
丽·艾弗林·塔克听完论坛后赞不绝口，在短短几分钟的专访中，

“非常好”、“非常完美”等赞誉之词说了好多遍。
玛丽·艾弗林·塔克是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儒学研究者、

美国德日进学会副主席，著名哈佛“世界宗教与生态论坛”的组织
者和《世界宗教与生态》丛书主编。是美国推动生态与宗教对话，
特别是世界范围探讨儒学生态维度的领军人物，2008年“柯布共
同福祉奖”的获得者。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20多年前就来过河南了。”玛丽·艾弗
林·塔克说，因为博士期间主攻儒学，她与中国、与河南有着不解
之缘。对于此次嵩山论坛，她不住感慨：“论坛搭建起了一个良好
的、国际化的平台，为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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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认为，经过
三到五年的努力，嵩山论坛会成为体现中国文化
的论坛。登封体现了学习的文明、容忍的文明、
开放的文明，由此吸引大批的人来登封、少林寺
参观，如果真正把登封当做文化家园，前途是很
广阔的。

举办文化论坛，登封是首选，因为登封是儒学
第二期发展最重要的据点。如果能在登封做一个
广义的文化论坛，一定要找世界顶级的学者。值
得高兴的是，本次论坛，除了学术界的专家，还有
企业界知名人士参加，这对论坛是一个提升。

杜维明认为，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个领域，经济
突飞猛进发展。但我们在发展的前提下，面对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
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面
临的一大难题。

在他看来，从中原发祥的中华文明或许能为
解决该问题提供启示。他说，在华夏文明里，“天
人合一”的理念古已有之，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
化的一大贡献。我们不能把自然当做身外物，而
要懂得自然与人类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这样
才能消除人类过盛的物质需求、消费欲望。这对
如何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台，到后来全国论坛、讲坛
林立，这些都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很有意义的一种现
象。”组委会秘书长孙培新说，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
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嵩山论坛的创立，顺应了对中华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的需求。

身为组委会秘书长，孙培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
速发展，中华文化的振兴越来越被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所
关注。论坛创设之初，主办方希望通过论坛，使中国传
统文化与世界不同的文明进行对话，在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的同时，学习吸收国外的文明及国外文化的智慧。

“国务院关于中原经济区建设意见指出，要建立中
华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区，此次论坛将有助于中华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立。”孙培新说，去年第一届论坛的
主题是“从轴心文明到世界文明”，今年的主题是“人文
精神与生态意识”，尽管看起来主题好像不同，但事实上
都是围绕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展开，相信论
坛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次来的演讲嘉宾都是国际社会生态文明的佼佼
者，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如古拉姆瑞扎·阿瓦尼，是国
际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权威。阿希斯·南迪，是印度发
展社会学中心前主任、高级研究员。”孙培新说，从嘉宾
演讲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民族的古老文明里面都有
生态意识。那么，这些不同的古老文明里面是否还有其
他智慧，这些智慧对当前人类面对的危机是否有解决之
道？我们在学者们的对话和交流中发现，这些古老文明
里面都有一些智慧可以解决当代人们面对的种种危机。

“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过，今天来了、见到才知道，
原来这里如此美丽。”第一次来到河南，亲眼见到嵩山、
少林寺，王赓武很激动。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兼东亚研究所
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退休教授、香港大学前校
长（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
（1997-2007）。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士、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研究院
名誉院士。他说，近100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全球
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这其中也蕴
含着一些让人忧虑的改变，譬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
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等，人类应该认真思考并想办法
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王赓武说，对于人类面临的这些新问题，目前主要
是靠科技的手段来解决，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
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需要科技与人文精神
结合，“这次论坛很好，为我们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
与生态平衡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是我们的
文化发源地，非常了不起。”在对河南的过去以及发展
赞不绝口的同时，王赓武对于河南的将来也表达了更
高的期望：河南应该通过更多途径，为人类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更多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举办嵩山论坛，就
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感受博大精深禅宗文化
嵩山论坛对话意义非凡

——访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对话学院院长
列昂纳德·斯维德勒

“这次的河南之旅，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列昂纳德·斯维德勒
是国际著名学者，是全球伦理、跨宗教对话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
者，已经出版相关著作80余部，论文200余篇。

列昂纳德·斯维德勒说，自己与中国颇有渊源，30年前，他就
来到中国上海等地，后来又多次来华。他说，30年前的上海，只有
二十几栋高楼，2004年，自己再次来到上海，惊奇地发现，高层建
筑已经多达4000余座，“不止上海，郑州乃至全中国都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新的建筑遍地开花。”对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列昂纳德·斯
维德勒感同身受。

列昂纳德·斯维德勒说，生态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科技飞
速发展的今天，举办论坛，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的过去，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要做的是回头看我们的历
史，从历史中找到有用的资源解决我们的问题，“论坛可以帮助我
们清晰地认识到现在的危机是什么，并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指导
方向。”

提及此次的河南之旅，他感慨良多，去年，他参加了首届嵩山
论坛，参观了洛阳龙门石窟，这次来河南，又走了几个城市，“尽管
看不完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一定的了解。”列昂纳德·斯维德勒说：

“我来到中国，来到河南，来到登封，感受少林禅宗文化的博大精
深，畅想佛教在亚洲的传播路线，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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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嵩山论坛办成体现中国文化的论坛

——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从古老文明吸取智慧解决当下危机

——访组委会秘书长孙培新

解决生态问题需要科技与人文结合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兼东亚研究所主席、教授王赓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