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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全体

大会、专题分会、特约讲座、99 个分组会议，将汇集东西南北各国哲学家，还有各

时代的先知、智者、哲人的灵魂相伴，以前所未有广度、深度，多种多样的交流形

式，从自我，社会，自然，天道，和传统五个维度对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进行立

体的哲学探索。 

 

（2013 年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隆重开幕，希腊总理致辞）  



各轴心文明，非轴心文明，和其他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先哲们在知

性、理性、悟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狭义而言，

哲学起源于希腊，在现代欧美发扬光大。当然，希伯来，印度，中国的先知智者同

样为人类智慧、思想、哲学、及精神世界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还有世界各地原住民

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口口相传的，同样是世界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现场具有历史沧桑感，庄严肃穆）  

多种多样的精神传统，是哲学充分发展，保持创造性，建立意义，智慧传承的

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的共同道场。多元，开放，应该是当代哲学界的自然生态，包

容应该是哲学家的自觉选择。通过此次大会，哲学家们将跨越性别、种族、年龄、

宗教、文化，学术领域，相互沟通，相互参照，拓宽百余年哲学的狭隘的定义及偏

重理性分析、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重构哲学范式，重组哲学话语架构，解析知

识、智慧、精神性对于哲学的意义。 

 



 

（古老的民主广场见证了苏格拉底也见证了第一次中文主题演讲）  

 

（雅典哲学大会闭幕式庆祝 Party，爱琴海之夜）  

哲学不仅仅是理性思辨、自我反思，追求真理和意义的学问，也是学做人的学

问。“学以成人”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认知，也是行为。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

一个网络的中心点，也是另一个中心点的组成部分。学做人，必然牵涉到它者，如

家庭、群体、民族、社会、国家、宇宙。从生物人到文化人、文明人、政治人、经

济人、生态人等等，包括各种人物角色的转换，人始终处在转化和被转化，塑造和

被塑造的变化过程之中。人在永恒中短暂，人也能在短暂中永恒，人即是哲学。 



 

（艰苦的申办公关过程——韩国学者）  

 

（艰苦的申办公关过程——广交朋友，获得支持）  



 

（艰苦的投票辩论环节。杜先生站起来回应了 25 次辩难，舌战群儒）  

人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人可以与天地万物形

成一体，也可以成为粗暴的掠夺者和对立者。近年来，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沙文

主义，民族主义，排外情结弥漫全球，世界秩序被颠覆，被解构，危机中需要哲

学，需要哲学家为人类精神世界注入新的力量。 

 



 

 

（为了确保中国申办成功，杜维明主动要求放弃呼声很高的世界哲学大会的竞选，最终以 64 票的

第二高的得票数再次当选执行委员。得票数最高者是东道主 Luca 秘书长。现象学家 Moran 当选

主席。最低当选票数为 22 票。得票 21 张及以下即告落选。）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lfjhnrIduHHEPdPi4-G6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