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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牟钟鉴作客孟子公开课首讲

“让孟子思想重回故里”
本报济宁4月27日讯(记

者 黄广华 韩伟杰 通
讯员 房亚东 张长青)

“敬孟子、读孟子、讲孟子、
行孟子”。27日，作为中华母
亲文化节的活动之一，孟子
公开课在邹城首次开讲。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核
心人物之一，也是铸造民族
精神的重要人物。目前国人
对于孟子的了解低于孔子，
这与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
相符的。”27日上午，经过简
短的开讲仪式，中央民族大
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牟钟鉴开始题为《从孔子到
孟子》的公开课第一讲。

“孟子比孔子晚100年，
孟子在传承孔子思想上发
挥着巨大作用。”牟钟鉴认
为，在理想目标、仁学、道德
修养和教育方面，孟子都忠
诚的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
传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加以
创新，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

儒家思想。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

习孟子？因为孟子的思想中
民生、民本等思想，可以帮
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的难
题。”牟钟鉴从孟子将孔子
仁学思想与民生结合、注重
民本民意、倡导独立人格和
人性善进行细致阐述。

他认为，尽管目前人们
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出现
了道德教育缺乏、信任危
机、生态环境危机等问题。
孟子所倡导的道德理性、道
德文化，结合现代社会加以
转化，能够给现代社会以帮
助。

牟钟鉴认为，学习孟
子，要做到“敬孟子、读孟
子、讲孟子、行孟子”，落脚
点是践行孟子思想。

当天下午，孟子公开课
第二讲也开讲。山东师范大
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志民做了题为《孟子与齐

鲁文化》的讲座，主要讲述
了齐鲁文化发展过程及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重点
阐述了齐鲁文化对孟子思
想形成的重要影响，以及孟
子思想对齐鲁文化的重要
贡献。

孟子公开课由《光明日
报》国学版、齐鲁文化研究
中心和邹城市政府共同举
办。邹城首次推出孟子公开
课，也是系列国学公开课的
首门公开课。孟子公开课共
有12讲，由国内知名专家教
授分6周完成授课。

“通过公开课的方式，
让邹城干部群众更加了解
孟子，让孟子的思想重回故
里，在故里发扬光大。”邹城
市委副书记、市长谢成海
说，在故里弘扬孟子思想，
是对孟子最好的纪念，也可
以提升邹城文化软实力，打
响邹城“孟子故里”文化品
牌。

对话牟钟鉴>>

应举全国之力
研究孟子思想

记者：您从什么时间
开始研究孟子思想？

牟钟鉴：我从上世纪
8 0年代开始研究孟子。当
时改革开放不久，各种思
想都非常活跃，国人对传
统文化也开始自信。我研
究儒学，就必须要研究孟
子的学说和思想。

记者：相比孔子、荀

子的思想，孟子思想中哪
里最吸引您？

牟钟鉴：孟子的思想
中，有两点最吸引我。第
一是民生、民本思想。民
生是关注老百姓吃饭、穿
衣的生活问题；民本则重
视民众的作用和地位。孟
子尊重百姓的人格，提倡
让百姓活得自在有尊严，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口号，这是我最赞赏的地
方。

第 二 点 是 孟 子 提 出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
所谓大丈夫气概，养浩然
之气。另外，孟子提出的
王道思想，以德服人对现
代社会也很有帮助。

随时听到大家读孟子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
让孟子思想回归故里？

牟钟鉴：孟子思想重
回故里对邹城来说非常重
要。邹城是名人故里，但如
果孟子的思想没来，这里
算不上真正的孟子故里。
在很多地方，对名人故里
的开发都过度商业化，以

赚钱为目的。发展文化产
业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只有孟子
精神回归故里，才能达到
良好的社会效益。

记者：您希望看到的
孟子思想回归故里是什么
样？

牟钟鉴：在邹城，我们

希望能随时听到大家读孟
子，讲孟子，而孟子故里的
社会风尚相比其他地方也
是更好的。人们敬仰孟子，
从内心向往之，向孟子的
方向努力，学校、企业、政
府都能体现孟子精神，只
有孟子思想真正回归，邹
城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开始培育本地的学者

记者：邹城要怎么做
才能让孟子思想回归故里
呢？

牟钟鉴：孟子公开课
开讲是孟子思想回归的一
个开始，凝聚全国的力量
在邹城举办。除此之外，还
可以利用网络，将公开课
向外传播信息。开办孟子
研究院也是很好的一步，
我希望这个研究院能办成

海内外研究孟子的中心。
同时，弘扬孟子思想不仅
要吸引外省市的专家学者
讲学，还要开始培育本地
的学者，本地学者变成“永
久牌”，这样才能实现持续
发展。

记者：让孟子思想回归
故里，您认为学者要怎么做，
政府和普通民众要怎么做
呢？

牟钟鉴：弘扬孟子思想，
我们各有责任，无法互相替
代，而要携手合作。作为研究
者来说，要将自己的体会感
悟系统地呈现出来；作为政
府来说，组织安排，支持相关
的活动；作为广大民众来说，
人人都应当参与进来，形成
有实效、有规模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
伟杰

▲牟钟鉴（左一）在交流
心得。本报通讯员 吕卫
锋 摄

仔细聆听公开课。本报
通讯员 吕卫锋 摄

民本思想最能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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