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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开幕

大众日报记者 李子路 刘兵

9月27日上午，第九届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尼山
圣境尼山讲堂开幕。1600余名
中外嘉宾齐聚孔子故里，共话
文明交融互鉴，共谋应对全球
挑战，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
出“尼山声音”、贡献智慧力
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雪克来提·扎克尔讲话并宣
布论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国
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书
面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
埃迪尔·拜萨洛夫致辞，斯里
兰卡议长马欣达·阿贝瓦德
纳，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视频致辞；中共中央宣传
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文
化和旅游部部长、尼山论坛组
委会主席胡和平，省委书记林
武致辞；越共中央委员、嘉莱
省委书记、省人民议会主席胡
文年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
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周乃翔
主持；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杨东奇
出席。

雪克来提·扎克尔指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
重要指南，为推动人类社会现
代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当今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
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
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
强大的精神指引。我们要高度
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主动
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性，切实
促进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大力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

刘延东指出，今年是习近
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十周年。中国与世界
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创造更加繁荣美好
的未来作出新贡献。今年也是
习近平主席在曲阜考察并发
表重要讲话十周年。站在新的
起点上，我们更应发挥文明的
力量，秉持和衷共济、包容互
鉴理念，弘扬传承各民族优秀
文化，培育全球文明对话合作
的蓬勃力量，为推动人类现代
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动能。国际儒联愿继续
携手有识之士，搭建促进各国
民众友好交流、展示不同文明
优长的桥梁，为夯实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人文基础、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

胡和平在致辞时说，举办
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曲
阜考察重要指示和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
具体行动，是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
实举措，也是大力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

重要成果。我们要坚定不移
做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要守正创
新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
设者，努力担负好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要矢志不渝做全球
文明倡议的践行者，为促进
人民相知相亲、推动文明发
展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力量。

林武在致辞时说，今年3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本届论坛旨
在落实这一重要倡议，以文明
交流互鉴推动文明共存共荣。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层关联、密不可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沃土，涵
养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
值追求，汇聚了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动力源泉。我们将牢记
习近平主席嘱托，与海内外朋
友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携手建设文化繁荣、物质富
足、共同富裕、环境友好、开放
包容的现代文明，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国学
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
副理事长、尼山论坛学术委员
会主任陈来，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哥伦比
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
小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
长、教授臧峰宇，台湾政治大
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国际儒学
联合会荣誉顾问董金裕发表
主旨演讲。

本届尼山论坛由教育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国际儒学联合
会、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共
设有1个主论坛、13个平行分
论坛，以及系列研讨交流活
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论坛主题为“全人类
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下设
12个分论题。

26日下午，周乃翔会见了
出席本届论坛的外宾代表。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李敬泽，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国际儒
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伟，省
及济南市领导徐海荣、白玉
刚、张海波、江成、王艺华、宋
军继、唐洲雁、于海田，中国孔
子基金会理事长于晓明，国家
有关部委单位、部分省（区、
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
式。

多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
代表，友好省州、友好城市代
表等330名外宾；1000余名中
外专家学者；中央媒体有关负
责人，大会组委会成员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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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 探寻人类共同价值

“对话”“交流”“共同”“多元”……梳理
历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可以发现这
些关键词。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围绕这
些关键词一次次进行思想碰撞，并逐渐达成
共识：尊重、交流、平等、互鉴，是不同文明和
平共存、共同发展的方式。

本届论坛主题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下设“全人类共同价值诉
求与当今世界面对的新挑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等12个分论题。

“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
天，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题仍将致力
于实现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尼山
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刘廷善说。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历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的主题设置都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致力于探讨应对当下人类文明进步中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届论坛聚焦全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和构建人类美好未来，将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探索可行方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等专家
认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倡导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主张以宽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交流
对话、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强
调以团结化解分裂、以合作回答对抗、以包
容代替排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

“世界上有多种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
社会的宝贵财富，要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
异，欣赏它们形成的多彩之美，这需要既坚
持自身文明传统，又对其他文明持开放包容
的态度。”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说，只有加
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开展不同文明对话，
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隔阂，避免落
入文明冲突的陷阱。

拓展——— 对话领域不断丰富

尼山世界文学论坛、尼山世界儒商文化
论坛、尼山世界华人华侨论坛、尼山世界文
物（博物馆）论坛……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的分论坛设置彰显了广度和深度，议题
涵盖科技进步与艺术创新、儒商精神与中国
式现代化等众多时代性、国际性的领域。

“议题设置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
含的生机与活力。”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
学研究院院长刘云超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对话领域不断拓展，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华
文明和各国不同文明的了解，激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活力。

从最初的儒家思想学术论坛，到文化、
教育、历史等议题的研讨，再到国际政治、经
济、生态、传媒、艺术等多个领域，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的涵盖面越来越宽广。
“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在尼山世界儒商文化论坛上，
海内外80余位嘉宾共同探讨儒家思想对现
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引发与
会者的共同思考。

中山大学教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
红雷认为，将宽厚包容、诚实守信的古老儒
家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的治理实践，能促进企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的鲜活样板。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从学界走向了
社会各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
教授杨朝明认为，如今的对话以多元形式展
开，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方向的影响
力逐渐增强。

本届论坛还设置文学、艺术、文物等议
题，架起文明沟通的新桥梁。“文学家和艺术
家的思想力、想象力走在前沿，第九届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的相关议题设置让人眼前一
亮，是具有开创性的尝试。”王学典说。

传承——— 守正创新赓续文脉

八音乐器四壁悬挂，巨幅竹简横贯全
场，在本届论坛的主办地尼山圣境，大型礼
乐盛典《金声玉振》徐徐拉开序幕。演员身着
古代服饰翩翩起舞，将一段段为人处世、齐
家治国的故事向海内外游客娓娓道来。

论坛期间，“天涯若比邻”大型沉浸式主
题光影秀、原创交响乐《尼山雅乐》和《论语》
组歌演出等系列活动接连展开，多场景、多
维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魅力和时
代活力。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
传承和构筑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向
国际社会展现具有文化创造力的中国形
象。”南京大学教授潘祥辉说。

起稿、勾线、上色，纸上的牡丹或含苞待
放、或吐露新芽。论坛现场，非遗传承人正在
创作工笔牡丹画，引得人们纷纷驻足。美术
绘制、织造印染、雕刻工艺、漆器绘制……与
论坛同期进行的国际孔子文化节下设中华
文化创意产品交易会，来自山东省内外30余
家企业的近千件产品在此展销。

去年以来，山东依托非遗或传统工艺，
通过创意新造，探索文化活态传承新模式，
打造“山东手造”传统手工艺区域公用品牌，
人们在一件件手造产品中触摸、回味和体悟
优秀传统文化。“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
山东手造、黄河大集……如今的齐鲁大地，
非遗工艺、传统民俗等相继“出圈”。

根之茂者其实遂。目前山东已建成154
个尼山书院，2 . 4万个乡村、社区儒学讲堂，
探索出“图书馆+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儒学讲堂”等传承普及模式，在大中小学
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70所学校入
选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新华社

26日至28日，第
九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在山东曲阜举
办。来自海内外的
专家学者围绕“全
人类共同价值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主
题，在交流中碰撞
思想、在沟通中凝
聚共识。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聚焦世界
不同文明对话，日
益成为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加强国际
人文交流合作的重
要载体。

99月月2277日日，，与与会会嘉嘉宾宾出出席席第第九九届届尼尼山山世世界界文文明明论论坛坛开开幕幕式式。。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葛
观
察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