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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论坛简介 

“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简称“嵩山论坛”）是由北京大学高等

人文研究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等共同发

起主办的国际高端文化论坛。她依托嵩山良好的自然、人文和生态环境，以中华传统

文化为基点，以基金会为支撑，以中外高端人才为主导，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革故鼎新、文明对话”的理念，汇集国内外多元文化的代表人物、学术领袖、专家学者、

文化名人，以及政要、政府智囊和知名企业高管，倡导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开展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在和睦相处中共

同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坛”定位：文化交流、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人才培养、产业发展。 

“论坛”理念：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坚持社会公益运作原则，整合社会资源；

秉承开放、包容、平等的对话机制，促进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为华夏

文明走出去服务，为全球华人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 

“论坛”目标：将“嵩山论坛”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对外交流的窗口、世界文明对话

的平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将嵩山打造成全球专家学者倾慕的学术圣地、全

球华人向往的精神家园、新人才新思想新观点诞生的摇篮。 

“论坛”设计：每年在河南省登封市举行年会，邀请国内外政要、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和全球知名企业家出席论坛。论坛围绕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和世界文明对话交流确

定总议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分议题，通过主题报告、演讲、分组讨论、现场互动等

形式展开研讨，形成论文集出版发行；专家建议等成果报送国家有关机构。 

“论坛”地址：按照体现华夏文明内涵、展示中原文明特点、彰显世界文明多样性

要求，在登封建设“嵩山论坛”永久性会址，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建设论坛总部，在北京

市设立论坛联络处。 



嵩山论坛 2018 年年会 

主题：多元共存  和谐共生  未来共享 

时间：2018 年 9.14-16 日 

地点：中国·登封 

 

分主题讨论： 

第一组  尊重差异：对话与包容 

第一场 

主持人：方旭东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言人： 

1.张百春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礼仪的精神内涵刍议 

2.王义桅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从世界文明对话到人类文明创新 

3.贾文山 教授（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4.邓联合 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视域融合与视域涵摄：王船山《庄子解》的诠释策略 

  

第二场 

主持人：王建宝 博士（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

研究院副研究员） 

发言人： 

5.问永宁 教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发言题目：法家、道家还是道教——《老子》到底在说什么 

6.郭保刚 教授（美国佐治亚州道尔顿州立学院终身教授、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研究

员） 

发言题目：中美认知差异及其对中美交流与对话的影响 



7.方旭东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言题目：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从儒家的观点看 

8.王威威 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发言题目：《庄子》的天下观 

9.刘高升 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 

发言题目：从商业儒学视角看全球商业中的文化多样性 

  

第二组  仁与礼：传统的现代更新 

第一场 

主持人：方朝晖 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发言人： 

1.吴疆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教授） 

发言题目：邂逅耶稣会士：17 世纪中国基督信徒与禅佛教徒的思维互动 

2.陈荣开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发言题目：智识的探求与实践对德性主体的自我实现所具的意义──朱子对曾子“忠恕

一贯”的诠释 

3.柴文华 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言题目：略论胡先骕的人文思想 

4.李巍 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言题目：语义分析、道理重构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第二场 

主持人：吴疆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教授） 

发言人： 

5.方朝晖 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孝治与社会自治——以《孝经》为例 

6.卢兴 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发言题目：儒家传统与多元现代性——杜维明对“韦伯命题”的批判与超越 

7.杜崙教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高级讲师） 

发言题目：“德政”能作为普世治国方略补充“法治”吗？ 



8.李清良 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发言题目：现代“会通”观与中西人文传统的会通——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9.郭萍 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发言题目：儒家自由主义与自由儒学——论儒家与自由主义对话的两种思想形态 

  

主题研讨 

 

新人文精神的开展与使命 

上半场 

主持人：杜维明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讲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 

发言人： 

1.卢永灿 教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学教授） 

发言题目：对话型对话：神人共融的经验与天人合一的视野 

2.蔡方鹿 教授（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发言题目：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衷共济——和合文化对上海精神的影响 

3.张卫红 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发言题目：儒家“为己”与“良知”的当代意义 

  

下半场 

主持人：吴疆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教授） 

发言人： 

4.谢尔盖·霍鲁日教授（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发言题目：新人文主义的基础之整体生态 

5.路德维希·纳格尔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言题目：从文化多元与文明蜕变到全球文化-文明系统 

6.柯乐山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从孔汉思的世界伦理到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sC3XpDOKpxg6zX5PZTfXJ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