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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联合会：2023年新年贺词国际儒学联合会：2023年新年贺词
推动儒家文化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推动儒家文化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

各 位 顾 问 、 理
事、会员：

岁序更替，华章
日新。2023 年即将到
来，值此辞旧迎新的
美好时节，受刘延东
会长委托，国际儒学
联合会向各位同仁致
以诚挚问候，并送上
新年祝福！

2022 年对世界各
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平
凡 的 一 年 。 百 年 变
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中国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迎难而上、砥
砺前行，各项事业取
得 了 世 人 瞩 目 的 成
就，为稳定世界经济
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稳步构建做出了积
极贡献。中国共产党
成功举行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谋划了
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
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中
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 展 道 路 ， 深 化 改
革，扩大开放，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年来，国际儒
联 努 力 开 创 国 际 性
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
新局面，促进文化交
流 和 文 明 对 话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传 播
中华文化，与有关国
家、有关方面推进深
度合作，成功举办了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和合文明论坛、博鳌
亚 洲 论 坛 主 题 分 论
坛、中华文化国际传
播论坛、阳明心学大
会、《掬水月在手》
日 本 首 映 式 等 高 端

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策划出版“典亮世界
丛书”，深度阐释习
近平主席关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要启示
有关论述；创办出版
《国际儒学》（英文
版）期刊，实施“国
际儒联学者计划”，
为促进学术交流、青
年友好搭建平台；成
功举办“美美与共浙
江行”2022汉学青年
学者研习营，凤凰卫
视《近观中国》栏目
制作发布《探访研习
营》专题报道视频，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与故宫博物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设立南
孔研修基地、阳明研
修基地，完成重点文
物大慈延福宫的修复
扩建，并作为永久会
址正式启用……一年

来的工作成效斐然，
令人欣喜，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 转 化 、 创 新 性 发
展，促进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增进人民友
好感情和民心沟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 体 做 出 了 应 有 贡
献。这是我会成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国际
儒联对各位的支持与
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即将到来的 2023 
年，当今世界正在经
历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这是世界之变、
时 代 之 变 、 历 史 之
变。面对共同挑战，
各国应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倡导和
平、发展、合作、共
赢，共同破解“世界
怎 么 了 、 我 们 怎 么
办”这一时代课题，

共 渡 难 关 ， 共 创 未
来。展望 2023 年，诚
挚希望与各位顾问、
会员和理事继续共同
努力，搭建促进各国
人 民 相 知 相 亲 的 桥
梁、展示不同文明优
长的高端平台，做跨
文化交流的引领者、
中外友好的践行者、
世界合作共赢的推动
者、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倡导者，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恭颂
幸福安康、和顺

致祥，新年新跨越、
新年新气象！

专家：儒学是为世界问题专家：儒学是为世界问题
提供共赢思路的文化提供共赢思路的文化

中新网北京12月
28日电 (曾鼐 刘欢)
近日，北京外国语大
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
任、国际儒学联合会
荣誉顾问田辰山在中
新社“东西问·中外
对话”中指出，今天
的“霸道主义”仍然
是 孙 中 山 那 个 时 代
的“霸道主义”，本
质没有变。他指出，
儒学则是为世界问题

提 供 共 赢 思 路 的 文
化。

田辰山认为，“
霸 道 主 义 ” 不 讲 仁
义，只讲谁有更大实
力 ， 靠 力 量 争 夺 利
益，是一种存在于思
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意识形态。

而“王道”是仁
政、民本政治，不是
单纯讲武力。“仁义
之道”致力于维护百

姓利益，要得民心。
现在的“王道”，就
是社会主义，讲“和
合”文化，讲“公”
字，社会主义讲的是
人民的政治。

从东西方文化对
战争的观念来看，田
辰山指出，中国文化
对战争的观念与西方
有 本 质 不 同 。 中 国
对战争(的观念)是一
种“仁义”思想的延

伸，即“打仗必须出
师有名”，要为了仁
义，要以仁义和人民
的 支 持 作 为 最 大 力
量，而非唯武器论；
而 西 方 对 战 争 的 概
念，是基于“有限游
戏”“零和游戏”，
强调“赢了后通吃”
，战争(的目的)在于
夺 取 霸 权 、 主 宰 世
界，为达目的可以不
择手段。

他表示，要解决
世 界 问 题 ， 现 在 光
讲“你输我赢”这样
的“有限游戏”，是
不行的，要回到“无
限游戏”上来，只有
讲共赢才行。儒学正
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
文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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