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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
山大终身教授庞朴获第二届“孔子文化奖”

本报曲阜 9月 27日讯(记者 乔

显佳 张宏磊) 让世界聆听孔子，把

儒学融入世界。27日上午，第三届世

界儒学大会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

的儒学专家学者汇聚东方圣城曲阜，

探究儒学价值，开展对话和交流。在

本届大会上，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
先生获得第二届“孔子文化奖”。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著名汉学家许嘉璐，山东省副省长黄

胜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全国政协

原副主席叶选平为第三届世界儒学

大会的开幕发来了贺信。文化部副部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特地

为此次大会的召开发来致辞。

此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台湾及日本、韩国、

英国、德国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86

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 200

位儒学专家学者参加。专家学者将

围绕“儒学思想的时代发展与国际

传播”、“儒家与文化多元化发展”

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世界儒学大会是由文化部、山

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

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

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济宁市

人民政府、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的

国际性儒学盛会，其宗旨是在世界

范围内组织、举办儒学研究活动，

推动各国、各地区儒学研究的深入

发展，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与交流，增强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

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本次世界儒学大会还评出了

第二届“孔子文化奖”，山东大学儒

学研究中心主任庞朴和国际儒学

联合会分别获此殊荣。

《齐鲁晚报》：孔子文化奖颁

奖词对您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作

了一个概括，在您自己看来，您最

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哪几个方面？

庞朴：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书，

都是些小聪明。一定要说有什么

贡献，主要是《一分为三——— 中国

传统思想考释》、《儒家辩证法研

究》、《竹帛篇校注及研究》，还有

“中庸之道”。实际上我认为我最得

意的是“中庸之道”的提出。我提出

了中庸的几种形式，这是前人没有

说过的。事实证明现在大家已经接

受这些东西了，“中庸之道”恰恰是

儒家思想里最精华的东西。

《齐鲁晚报》：今天的儒家文

化越来越被重视，不光是学界，民

间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有

人让孩子读经典，有人去各种传

统文化班进修，对他们的学习您

有什么建议？

庞朴：孩子精力最充沛，读一

点最好。我认为读经典不能全读，

不信你把《弟子规》拿来看一看，

那里面有许多句子的确很迂腐，

所以全读是错误的，一定要选读。

读经典精神上一定要肯定，方法

上一定要注意，最好是有人出来

选一下，像《唐诗三百首》，唐诗何

止三百首，但选出来的都是经典

与不朽的，这就体现了选的人的

水平。

《齐鲁晚报》：作为未来社会

的中坚力量，大学生们肩负着传

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您一直在大

学和科研机构任职，对于当前大

学的传统教育、儒家教育有什么

建议？

庞朴：一定要有传统教育。在

这方面，日本就做得比较好，日本
的大学，一二年级就学习最普通最

重要的经典，把这些学生当作还没

有成熟的人来教育。现在我们恨不

得从幼儿园就开始分科。

庞朴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畅谈传统文化教育

经典应选读而非全读
本报记者 韩适南 张宏磊

庞朴，我国当代著名哲学

史家、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山

东大学终身教授，山东大学儒

学研究中心主任。

庞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

史、文化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

出土文献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

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做出

突出贡献。

格获奖者简介

庞朴（中）获奖后接受

大家祝贺。

本报记者 王鸿光

张晓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