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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高端对话主题活动

聚焦文明对话，探寻世界价值

本报济宁9月27日讯(记者 郭
纪轩 通讯员 陈强 张萌星) 日
前，国网山东曲阜市供电公司再次
以第一名成绩入选8月份国家电网公
司同期线损管理百强县公司，同时8
个供电所入选百强供电所。这也是
继今年3月份首次实现百强县公司排
名第一后，取得的又一项新成绩。

该公司自2020年起，制定同期
线损管理全面争先三年目标，坚持
高点定位，明确目标任务。层层压
实责任，创新实行供电所“行政+专
业”全方位管理模式，结合“三级联
创”部署，建立起班子成员、中层管
理人员包保供电所管理机制，对供
电所发生的配电线路跳闸、服务投

诉等问题开展督导并整改，切实保
证供电所管理责任到人、压力到
人。把同期线损管理与队伍作风一
起抓，建立“日通报、周督导、月分
析、月考核”工作机制，针对性制定

“一线(台区)一策”专项治理方案，
依据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进行立
行立改或限期销号管理。

制定同期线损专项考核方
案，对各专业线损单项指标排名
进行贡献度评价。把同期线损百
强县、百强所争创工作纳入总经
理奖优奖，按次进行奖励。将同期
线损管理成效作为评先树优的重
要依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
作用。

强化同期线损管理

曲阜供电再获佳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褚思雨 康岩 杜亚慧

9月27日，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高端对话主题活动在尼山讲堂举办。此次演讲由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志民主持。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的三位学者，围绕“世界大变局之下与当代人类
文明走向”主题，以不同的学术视野作主题发言。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陈来

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包容、借鉴才是文明相处之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志刚

文明对话已成为“世界趋势”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经济—体化、政治多极

化、文化多元化”三者间的

差异与张力日渐凸显，部分

国家地区的矛盾与冲突日

趋 激 化 ，宗 教 问 题 已 成 为

“一个全球问题”，文明对话

随之成为“一大世界趋势”。
2 7日，张志刚以《世界文明

对 话 与 中 国 哲 理 智 慧 》为

题，借鉴国际学界新进研究

成果，就世界文明对话来向

与会嘉宾分享了中国哲理

智慧。

“面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

冲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

话和交流仍是唯一正确的方

向。没有对话，就很难实现各

文明的对话。”张志刚说，“宗

教对话”不仅是国际宗教学界

的前沿课题，而且也是全球理

论界的热门话题。正因如此，

世界和平、文明对话等的重要

关系被推到了全球理论界的

前沿领域。如今，世界宗教对

话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已成为全球政要、教

界领袖，尤其是学术界的普遍

共识。

张志刚还谈到了人类共

同命运与中国哲理智慧的关

系，他援引出人类学家费孝通

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并对这“十六字箴言”发

表自己的看法。“‘各美其美’

不仅是指世界上各民族、国家

和社会诸种文明传统与社会

文明形态要彰显发挥各自的

长处，而且内涵了分享的智

慧，也就是要善于把各自的优

点、长处分享给不同的民族、

国家、社会、文明；‘美人之美’

则深含互鉴的智慧，我们要善

于学习他者的优点，比如要借

鉴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

成果。若是能做到这两点，岂

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

认为，中国哲学传统一以贯之

的天、地、人之间的大和谐精

神，有助于化解宗教冲突，促

进世界文明对话，维护世界和

平，共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和人

类共同价值的关系？27日，在

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高

端对话现场，陈来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

他表示，人类共同价值

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

普遍性价值，更是指适用于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

个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故

也可称为“世界价值”。此外，

人类共同价值离不开深层的

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

世界伦理，人类共同价值就

缺乏道德的基础，也就不能

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

同价值关系角度。

“从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

和视野出发，我们就能发现中

华文明的思想理念、儒家文化

提出的价值原理正是人类共

同价值的道德基础。世界伦理

的金律‘己所不欲 勿施于

人’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

础。”陈来说。具体来看，“己所

不欲 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

础；“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

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

不同”是倡导宽容、多元的对

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

人”是和平的基础，最后，天下

为公以不求私利为原则，是正

义的基础。

他表示，以上5点正是儒

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

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

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而在

今天，面对人类共同价值的

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

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

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

共同价值”，或“仁是人类共

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世界的文明是多姿多彩的，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各
个文明之间应该平等相处。”27日，
杨朝明从爱与敬等4个方面进行深
入阐述，提出中华文明的底色其实
就是爱与敬的底色这一观点，使现
场嘉宾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
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

杨朝明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
情及次生灾害，中国从容不迫，有
效应对，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与敬”的
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华文化传统
中，爱被提炼为‘仁’，敬对爱是补
充完善。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
又说‘仁者，人也’，‘仁’是人类社
会道德的核心要求。”

在他看来，孔子儒家提倡的
“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就
是以同心圆的样态，由内而外，将
爱扩充，又传递给更多的人。如

“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传统教
诲，正体现了中华仁爱精神的神
韵，是从一己之爱走向大爱的崇
高追求。

“人类命运本来同为一体，协
和万邦、天下为公是中国一以贯之
的崇高追求。因此，中国的仁爱传
递没有边界和国界，在第一时间就
将自身抗疫经验贡献给世界。”杨
朝明表示，孔子提出的“灾妖不胜
善政”，正是因人有爱敬之诚，则与
道德同体，动获人心。

如今，人类文明走向在大变动
中，在大变局中思考人类文明走向
的时，杨朝明认为各个国家之间的
文明互相包容、互相借鉴、互相吸
收才是文明相处之道。他希望，世
界要更多地瞩目中国，瞩目中国的
传统文化。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能
够传递给世界，这是中华民族的杰
出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
的贡献。

陈来 杨朝明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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