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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尼山开幕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李子路 刘兵 摄影 王世翔

7月10日上午，第十届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尼山开幕。本
届尼山论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主席视察
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在深化交流互鉴中推动人
类文明不断进步。700余名中外嘉
宾齐聚孔子故里，共话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为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出“尼山声音”、
贡献智慧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
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
会长孙春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
璐发来贺信。东帝汶总统奥尔塔
书面致辞，日本前首相、国际儒学
联合会理事长福田康夫，塞舌尔
前副总统、塞舌尔中国友好协会
主席梅里顿，希腊驻华大使卡尔
佩里斯致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视频致辞，伊朗确定国家利益
委员会政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主席内扎米普尔出席。中央宣传
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
业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旭，全国妇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黄晓薇，省委书记林武，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余艳红，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甄占民致辞；省
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翔主持；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杨东
奇出席。

孙春兰指出，以儒学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道德
准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提供了重要滋养。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的举办，生动践行了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向
世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价值，也有力促进了

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孙春兰强调，当今世界变乱

交织，地缘冲突持续紧张，全球经
济复苏前景堪忧，人类再次走到
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应该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寻找
应对挑战的思路和方法。要大力
传承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推
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
分挖掘时代价值。要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为
科技飞跃、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厚植人文根脉。要尊重世界文明
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国
际儒联作为国际性学术文化组
织，期待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携手合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孙业礼在致辞时说，孔子创
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
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更好
建设现代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和
旅游部愿以此次尼山论坛为契
机，继续深化同各国的文明交流
互鉴，不断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
更加绚烂多彩。

陈旭在致辞时说，文明互鉴
需要桥梁，文明交流需要使者。
6000多万海外侨胞历来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继承者、传播者，也是增
进中外人文交流、实现不同文明
互鉴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我们
要以侨为桥，积极传承弘扬中华
文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要积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
动不同文明互融互鉴，共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始终秉
持深厚的家国情怀，扎紧维系全
体中华儿女的文化纽带，为实现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

黄晓薇在致辞时说，中华家
文化代代相传，沉淀出至真至深
的家国情怀。新时代，全社会积极
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动员令，家庭
建设格局一新、气象一新，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蔚然成风。
全国妇联将继续担起家庭工作重
要任务，充分发挥广大妇女“两个
独特作用”，涵养家庭文明，讲好
家庭故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家庭、走向世界，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巾帼力量。

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主
席今年视察山东时，要求我们“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担使
命”。山东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
地、儒家文化发源地，有基础、有
条件、有责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使命，为推动世界文明
赓续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勇担精
神文明建设的使命，为推动世界
文明和合共生贡献智慧力量；勇
担文化繁荣发展的使命，为推动
世界文明造福人类提供生动实

践；勇担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为
推动世界文明美美与共搭建桥梁
纽带，更好促进世界文明繁荣发
展。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
平，希腊雅典大学名誉教授、中希
文明互鉴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维
尔维达基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
学院教授张其成，韩国成均馆儒
道会总本部会长崔瑛甲，台湾元
亨书院院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
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
安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
席萨克斯作主旨演讲。清华大学
国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
会长陈来主持主旨演讲。

本届尼山论坛由文化和旅游
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为主题，将举办主旨
演讲、高端访谈、分议题对话会、
平行论坛等20余项活动。

9日下午，周乃翔会见了出席
本届论坛的外宾代表。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瑞
连，新华社副社长袁炳忠，文化和
旅游部国际局局长、国家博物馆
馆长高政，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
原副部长孙尧，国际儒学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丁伟，中日友好协会
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尼山世界儒
学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靳诺，省及
济南市、青岛市领导徐海荣、白玉
刚、王宇燕、范波、王随莲、陈平、
温暖、段青英、唐洲雁、于海田、赵
豪志，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单位负责同
志等出席开幕式。

多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
表，友好城市、友好团体代表，国
外知名学者等近400名外方嘉宾
出席，规格和数量创历届之最。参
加开幕式的还有大会组委会成员
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
门（单位）及16市有关负责同志，
国内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
记者 曾轲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
7月10日至11日在曲阜尼山举办，
本届论坛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为主议题，旨在“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以中
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
子的诞生地尼山来命名的。这座
不起眼的小山，因为与夫子的不
解之缘而为世人所熟知。

尼山的魅力在于自然景观和
文化遗产的有效融合。这里的每
一处景观都与孔子息息相关。比
如“尼山八景”之一的坤灵洞，又
名夫子洞，相传这里是孔子的出
生地，“凤生、虎养、鹰打扇”的故
事，便发生于此；另一名胜观川
亭，据说便是孔子临川慨叹之处，
自此“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

名句声振千古；尼山孔庙后门外
的中和壑，名字源于《礼记·中庸》
里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著名的尼山砚就产于此壑。

除了孔子的生活遗迹和传
说，尼山上的人文印记也由来已
久。

儒家文化在尼山以各种形式
绵延传承，千百年来弦歌不辍。可
以说，尼山作为华夏文明的瑰宝，
是感悟孔子思想最直观的地方。今
天，在这片历朝儒客朝拜的圣地
上，尼山再次开枝散叶，向内向外，
花开两朵，发展出了新的生命力。

尼山向内，是山东的文化“两
创”新标杆。在今天的曲阜，依托
尼山而起的尼山圣境，与孔子博
物馆、孔子研究院并称为新“三
孔”，共同成为山东在文化“两创”
方面的代表。

尼山脚下的鲁源新村，凭借得
天独厚的区位和历史优势，发展儒
学文化体验游、民宿经营等项目，

推进村落形成崇德向善、文明互助
的良好氛围，文旅产业迅速发展起
来。既走出了一条优秀传统文化强
村富民的发展之路，又让“活”起来
的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田、成风化
人。在尼山孔子博雅学校，校方开
设了经典诵读课和国学经典教育
课，努力让经典融入青少年教育，
厚植文化自信，以青春之声唱响文
化之歌。此外，让儒学“接地气”、让
文物“活”起来的孔子博物馆，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尼山
圣境礼乐表演……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的衍生和精神的传承，在这里
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尼山向外，是和而不同、天涯
比邻的生动写照。2010年，首届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打开了一
扇沟通世界文明的新窗口。从首
届论坛“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的
主题，到今天的“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贯穿始终，“和而
不同”“文明互鉴”“同命同运”等
核心思想一脉相承。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正是以一
场时空倒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文
明发展的互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以人类的文明成就为指引，追根溯
源，重温《论语》的历史渊源，解读
经典的当代价值，回望孔子的历代
影响与尼山的智慧之谈；《论语》的
经典内容则穿越历朝历代，经历千
锤百炼，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发
展提供了不朽的哲思与智慧。

今天，论坛的对话内容早已
跳出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原有范
围，向各领域、各方向、各层面全
面展开。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源泉。当今世界里，风一更、雪一
更，关于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正前所未有地迫切。智者求同，世
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
学习孔子，不仅是出于情感和历

史研究的需要，更是源于人们内
心深处对获取启迪、汲取智慧以
及解决思想危机的深切需求。前
路山一程、水一程，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努力尝试应对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旨在重新凝聚
和锻造共识。

尼山，何以为尼山？在这片传
承和弘扬前贤思想的“圣境”上，
新的时代光彩熠熠生辉。跨越两
千多年，孔子和儒学构筑的文化

“泰山”恢宏博大，由此发散出中
华文明的万千气象，早已渗透进
中华民族的骨血之中，也造就了
今天中国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为
包容的胸怀。在传统气质和现代
文明浸润下的尼山，正在慢慢成
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西
文明互鉴的一张名片，而在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等议
题上，尼山也展示着更深的影响
力和更大的可能性。

何以尼山

7月10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在山东曲阜举行。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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