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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赵琳

  齐鲁迎宾朋，尼山结硕果。金秋时
节，人们再一次相聚孔子故里、文化圣
地。9月27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开幕式在曲阜尼山圣境举办。海内外专家
学者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沟通中凝聚共
识，以文明对话共促文明交融互鉴，共筑
人类美好未来。
  自2010年创办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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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越来越大，好朋友越来
越多。多国驻华使节代表，国际组织代表，
友好省州、城市代表出席开幕式，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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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本届论坛下设12个分论
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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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
等多个领域，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涵盖面
越来越宽广，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生机与活力，拓展了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的深度和广度。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致力于解决全人
类的迫切需要。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比伟
大的哲学家孔子的出生地，更适合我们欢
聚一堂呢？”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埃迪尔·
拜萨洛夫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儒家思想强
调恰当的人际关系以及尊重他人的重要
性，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儒家思想
仍然像一座灯塔，指引人们建设一个更富
有同理心、更有思想、更加和谐的社会。
  “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强调仁爱、和
谐、正义等美德的道德框架，并且已经适
应了不断变化的世界。儒家思想的核心理
念和原则能够继续为当下个人和社会提供
指引和智慧，有助于促进不同种族和群体
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斯里兰卡议长马欣
达·阿贝瓦德纳在视频致辞中说。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视频
致辞中提到，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时，
人们发现体育能促进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
的相互理解。尼山论坛的主题与此相似，
即依据孔子的智慧，通过相互尊重的对话
和交流，加深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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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会嘉宾表示，当今
世界迫切需要多样文明交流互鉴，多元价

值碰撞启迪，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就是这样
一座桥梁、一条纽带，让大家在孔子诞生
地再次相聚，用儒家思想启迪智慧，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照鉴未来，通过睿智地思
考、独特地创建、真诚地交流，为推动人
类发展进步发出尼山声音，贡献智慧
力量。
  “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
们都相信和谐、幸福的生活是通过培养个
人的美德和社会的美德创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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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在主旨演讲
中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了解中国
文化，体味到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感受到
中华文化对和平性、包容性的追求。
  当今世界，和平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具
有吸引力。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在主旨演讲中
说，和平崛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
通、行得稳，不仅因其符合实际，实事求
是，也因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深
叶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等美好愿望和和平思想
在中国世代相传，深刻影响我们对现代化
的选择，也深刻影响当今世界。”
  “脱胎于儒家思想的礼乐精神，不仅
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财富，亦能为全球文明
摆脱冲突与碰撞提供有益参照，促进全球
文明对话与融通，建构和而不同的文明发
展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
授臧峰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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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儒家思想的自然观，可以让人与环境
和谐共处、互蒙其利，而行之久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开营

当萌娃在这里遇见传统文化
  □ 本报记者 赵琳

  参观孔子博物馆，参演立志孔子剧，
参加韦编三绝、射艺体验等研学课程……
9月27日，来自费县、平邑县的近500名小
学生通过一整天丰富的研学课程，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当天，位于曲阜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正式开
营，迎来首批体验者。
  从孔子博物馆出发，驱车不过五六分
钟，就来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
营地。营地由山东出版集团投资兴建，是
该集团进军文化旅游和中小学研学的旗舰
项目，被列为山东省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走进研学营地，古色古香的建筑，视野
开阔的营地，沉浸感十足的课程设置，让人
印象深刻。据介绍，营地总占地面积150亩，

一期工程规划了国学大厅、多功能体验馆、
标准化剧院、研学公寓、户外拓展等功能建
筑，能同时容纳2100人开展研学活动。
  “研学最重要的是让教育走进现实场
景，在不同于课堂、家庭的场景内，激发
学生探索和学习的兴趣。”山东新铧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告诉记者，希
望这种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能在孩子们心
中种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这是弓、箭和弦，组成了传统弓
箭，由此形成的传统射艺是‘六艺’之
首。射箭一定要注意姿势，正心正己。”
下午，带教老师为大家讲解射艺技艺和知
识。从陌生到熟悉，孩子们很快进入了状
态。老师池慧告诉记者，体验射艺不仅是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引导孩子们
树立健康的竞争心态。

  有所收获，是研学的题中之义，也是
家长和学生的期待。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华介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选址曲阜，是因
为这里的儒家文化特色优势。在研学课程
开发上，紧扣“传统文化传播、中外青少年
交流、中小学研学实践”主题，将数字化、智
能化新技术应用于研学授课、活动开展、日
常运营之中，通过“营地+体育”“营地+赛
事”“营地+展览”等运营模式，让孩子们在
体验中习得、在实践中成长。
  2018年，山东出版集团成立山东省书
香研学旅行社，正式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工
作，2020年成立山东新铧文旅发展集团。
近年来，研发推出“爱书客”特色、红色
教育、自然生态等七大主题研学课程体
系、百余套研学课程。

  开营仪式上，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华大
使馆文化参赞阿蒙博士、北京罗马尼亚文
化中心主任利维乌·策兰努都表示，希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成为文化
交流的重要平台。省委外办副主任、省对
外友协常务副会长陈白薇说：“发挥曲阜
区位优势，发挥山东出版集团文化优势，
把营地打造成为中外青少年学习交流的重
要桥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
台。”
  张志华介绍，目前，山东出版集团已
建成或合作运营了沂南“沂蒙红色研学营
地”、日照“1971研学营地”、青州“人
工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和曲阜“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四大研学营地，
未来将继续探索文化、旅游、教育融合发
展新路径，塑造山东文化“两创”新IP。

　　尼山脚下，孔子故里。26日至
28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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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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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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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未来，将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探索可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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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论坛开幕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时尚”分论坛成为
焦点。17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东西方服饰之美分论
坛在意大利米兰举行。流光溢彩的东方服饰、精美绝伦的刺
绣手工在“国际时尚之都”精彩亮相，传统服饰与现代潮流
的碰撞让中国色彩闪耀国际舞台，散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底蕴和魅力。
　　尼山世界文学论坛、尼山世界儒商文化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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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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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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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无处不在，表达多种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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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光投影、射灯滑轨、升降舞台的配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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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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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济南9月27日电 记者 栗建昌 吴书光
孙晓辉 张昕怡 高天）

让文明交流之光烛照未来
——— 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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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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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文明交
流互鉴。

□记者 李丽 报道
  大型文脉工程《齐鲁文库》首批成果亮相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由《齐鲁文库·典籍编》第一辑100册、《齐鲁文
库·红色文献编》第一辑50册、《齐鲁文库·史志编》第一
辑20册三部分组成，总共170册。“文库”在尼山论坛一亮
相，就吸引了嘉宾们的目光。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李 丽 董方舟

聚焦版权保护

赋能文化“两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版权对于文
化创新创造具有重要保障和驱动作用。9
月27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版权
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平行论坛举行。聚焦数字版
权、民间文艺版权保护、AI、大数据等
业界热点焦点，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讨
论，为推动版权助力文化“两创”、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
华表示，版权制度既可以阻止对传统文化
未经许可地利用，还可以推动基于传统文
化的创意产业发展，帮助传统文化焕发时
代魅力。“因此，版权是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的关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胡开忠认
为，做好版权保护工作，能够确认权利归
属、定纷止争，激励创新、促进作品再创作，
还能开发资源、推进民间文艺等文化产业
发展，但这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版权制度。
  版本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和媒介，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
的表征和见证。对版本资源的挖掘、运
用，离不开版权保护。中国国家版本馆
（国家版本数据中心）党委书记、馆长刘
成勇认为，深刻理解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使命任务，就要充分运用典藏版
本资源，积极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拓展认识的高
度、广度和深度。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全球汉籍合璧工
程首席专家郑杰文认为，版本的珍贵性和
独特性，意味着摸清家底意义重大。他们
正通过对缺藏的品种和版本复制、出版、
整理、研究，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
系，为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提供
文献支持。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清华大学
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沈阳
认为，要充分做好AI版权保护，前提是
对其创意进行“认证”。他所在的团队正
进行一项科研项目，就是专门研究最小版
权识别单元，即识别文字作品或者图像作
品相似度，从而批量数据化、规范化审核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益归属。
  民间手工艺是中华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民间手工艺
的版权保护与文化传承？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建
议，深度开展国际间的民间文艺版权贸
易、授权、开发与应用等，通过一系列高
层次、专业化的孵化政策激发全球民间手
工艺的活力，展现各国传统文化魅力。

“同题共答”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

  9月27日，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山东中医药大
学、济宁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尼
山世界中医药论坛，在曲阜举办。论坛
上，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
东省中医药管理局）依托山东中医药大学
成立的山东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院，举行了揭牌仪式。
  本次论坛围绕“中医药与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主题，邀请多位全国知名中医
药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参加论坛。为
更好发挥专家对论坛的指导作用，本次参
会的院士、国医大师被聘请为尼山世界中
医药论坛特聘专家。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充分发挥“儒医
文化、扁鹊故里、针砭发源地”三张名片优
势，推进山东中医药科研创新，加强中医药
文化阐释，努力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深化与地方开展战略合
作，发挥教育教学、文化传承创新、科学研
究、医疗服务等优势，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
略，讲好中医药故事，真正把尼山世界中医
药论坛塑造成多方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

“金字招牌”，汇聚起共谋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同题共答”好传承创新发
展中医药这一时代命题，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高质量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为服务健康
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9月27日，文化中国·尼山世界华侨
华人论坛在曲阜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

“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多位知名侨商
侨领、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了在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传播经验，探讨了当前形势下
中外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做国际传播要入乡随俗，在落地传
播和内容来源渠道发力，用华侨华人住在
国能接触到的渠道和喜闻乐见的方式传
播。”国际新媒体传播协会会长、“华人
头条”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其旺认为，
海外华文媒体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进行融
合发展，搭建精准传播渠道；要为海外受
众量身打造他们爱看爱听的优质内容，将
中国的好声音、好故事精准传播出去。
  “华侨华人的作用不仅局限在传播中
华文化，他们还是中外友好合作的重要桥
梁，为中意两国的经贸、文化交流穿针引
线，为世界各地的社区和文化活动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多样性。”意大利新华时报社
社长、意大利—中国贸易发展促进会主席
朱玉华表示，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
会，通过举办春节庙会等节日庆祝活动，
向当地人民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
使得中华文化能够更好地与其他文化互动
和融合。
  英国中华艺术中心主任、英国云南总
商会会长毛埴鋮认为，对于在海外艺术文
化工作者来讲，从更深层次“融入”当地
主流格外重要，这需要用当地人的思考方
式、看待问题的角度，在当地主流社会讲
述中国故事以及两国之间的故事，从而和
当地文化产生共鸣，起到文明互鉴的
作用。

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多场分论坛

传统文化如何焕发时代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