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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哲学思想的源泉，因为他首
先是一个教师，他的主张也体现在他的教学
过程中，而我认为不管我们的主张有多好，如
果不能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体现，那么我们
就无法改变世界。”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主
任、教授苗建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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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涉及跨学科，在这个路径之中，
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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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一个有体制的制度化、系统化的跨学科方
式来思考。显然，目前的教学法是不够的，
必须发展出来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学，要
以更加人本的方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发
展，从而达到身心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梁涛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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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梁涛说，我们以往的理解是君子追求义，

境界高尚，小人追求利，境界卑下。其实
这个“喻”是告知的意思，小人其实是一
个身份评价，即一般的庶民。这句话应
该理解为:对于君子，要用义来激励他；
对于庶民，要用利引导他。儒家思想中
有两重维度，对于君子是如何要求的，对
于庶民又是如何要求的，本身就蕴含君
子之学和庶民之学的区分，是并行不悖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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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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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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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午，谢尔盖·霍鲁日
以《保护人类：挑战与回应》为主
题发展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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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生态学。

他认为，我们重新架构嵩山
论坛的哲学背景，基本上都是属
于人类学和生态学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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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
临着两大关键的全球挑战。一
种是全球的生态危机，一种是恐
怖主义威胁。恐怖主义直接威
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我们
需要团结齐力才能够共同来应
对这个挑战。

美国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
研究学院、神学院高级讲师、研
究学者玛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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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世界共享
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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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说，这次
嵩山论坛“成己成人”的主题很

有意义，就是需要各种元素通过
交流来汲取对方的影响，共同促
进人类进步。文化文明都是相
通的，从东西方文化来看，有着
很多相同点，对这些进行研究探
讨，对话交流，不仅是对文化，更
将对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起着
积极意义。

她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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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交流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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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种全球的视
野，把中国放在全球的语境当中、
情景当中来考查等，这都是非常
有意义的重要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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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个维度来考虑，遇到的问题包括
天下为公还是为私、官本位还是
民本位等问题。从纵向维度来审
视“天下”的内涵，对于重建人们

的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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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利民为主
都比较容易理解，化民为天的含
义可能会有些令人费解。其实，
人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完整完
美的人，要经过自己的修炼、培
养、成长，才能够与天同一，才能
够成为有天命在身的、发挥自己
本性这样一种人，也就是说‘成
人’是一种成就，而不是一种天
生的权利。”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培养人
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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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明对话纳入生态文明的建设
中，放在世界更宏观角度去思考，用综合
生态这个概念实现全面教育。”以北京理

工大学珠海学院荣誉学院为例，郭少棠
说，他把教学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有系
统地培养国家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的发
展长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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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郭少棠对嵩山论坛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嵩山论坛从人文、生态角度
出发，为全球建立一个更好的文化交流
平台。”郭少棠说。

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共建天下文明

东西文化交流构筑“全球性社区”

任何文明都有多元性和全球性

“成己成人”创新国家人才培养方式

庶民之学应与君子之学并重

巍巍嵩山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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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开深入地对话与交流，
世界文明与华夏文明在这里激情碰撞。

人与自然最终要成为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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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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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林说，当我们说天下的时

候，“天”和“下”其实也是一个相互
性、对极性所形成的一个东西。中
国文化与西方思想其实就是一种

“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
从西方角度重新理解我们自己，也
让西方从中国人角度对西方的这
些当代哲学做出一种阐释，为中西
方文化交流提供基本的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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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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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龙说，中印医疗文化系统
融合、建构的成功例子使得自己产
生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是一个开
放的文明体系，能包容来自不同地
区的文明传统，从而形成一个综合
的文明新境界，共建天下文明。

开放包容，形成文明新境界

河南古迹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美国丹佛孔子学院院长、美国《中美邮
报》社长屠新时说，作为海外华文传媒协会
的一员，这次来河南参加嵩山论坛非常有意
义。这两天，来自海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就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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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新时说，河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地，中
国的文字博物馆在河南，自己是怀着一种朝
圣的心情来河南的。通过参观河南的古代遗
迹，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学习
体会了中国几千年书法史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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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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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
《中阿卫视》成立于 2014 年，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大背景下成立，节目以中国和
阿拉伯重要新闻、经贸信息、文化交流、旅
游资讯为主。如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
升，中国人在海外获得越来越多关注，这给
了海外一些中文媒体成为当地主流媒体的
机会。迪拜《中阿卫视》今后将继续致力于
服务和发展中国的外贸经济，提升中国的
企业和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做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选择

跨学科研究改变教育方式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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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花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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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哲学成己成人成物
的思想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
中也具有启发意义。”乔清举认为，
人类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目
前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生态文
明的哲学基础是主客体的统一，代
表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表现了人期望和自然和谐相处的
要求。生态文明不仅是现代社会
长期努力的目标，也是对国际责任
的承担。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文
明的本质就是和谐与爱，生态文明
的合理状态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最终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对极性”和“相互性”为中西对话提供参考

昨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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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
学所教授谢尔盖·霍鲁日

美国耶鲁大学林业与
环境研究学院、神学院高
级讲师、研究学者玛丽·伊
夫林·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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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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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副院长、教授梁涛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
研部主任、教授乔清举

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杨慧林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
副院长李四龙

美国丹佛孔子学
院院长、美国《中美邮
报》社长屠新时

迪拜《中阿卫视》
台长刘海江

加拿大女王大学哲
学系主任、教授苗建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