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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儒学研究更贴近现实

专专家家学学者者聚聚焦焦““儒儒学学与与现现实实””

与会学者说

本报济宁9月27日讯 (记者
马辉 汪泷 见习记者 胡

祥东) “走近你深邃的心，净化
彼此的灵魂，分享你传播的爱，
咱们生命真谛……”27日，在世
界儒学大会开幕式现场，反复播
放着一段优雅动听的歌曲，这就
是首次亮相的世界儒学大会会
歌暨孔子研究院院歌《文明足
迹》。

“一部论语，千古传诵，一
条大路，四海兄弟，听了这首
歌，感觉内心顿生崇仰和庄重
之感。”一位参会代表说出了自

己的感受。这首歌曲的歌词由
中国音乐文学协会副主席、济
宁学院党委副书记谢安庆创
作，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寥
寥上百字，兼顾了孔子六艺中
的“礼”和“乐”。

谈到这首会歌的创作，谢
安庆说，这个命题可以说十分
厚重，之所以起名为《文明足
迹》，是因为孔子儒家文化传承
2500多年，影响和贯穿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创新。“歌词
中提到了论语、四海兄弟、世界
大同、仁义等关键词，这些都蕴

含着孔子儒家的智慧灵光。”
谢安庆介绍，在创作的过

程中，他力求把孔子的“之乎者
也”，转变为老百姓更容易懂的
词。同时把整首歌创作的更具
动感，“像走近你深邃的心，风
向你传播的爱，这些词都有很
强的动态，就是让人感受到我
们在沿着孔子的文明足迹不断
前行、不断探索。”谢安庆表示，
孔子研究院作为济宁学院的实
践基地，那么这首歌曲也能体
现大学的社会责任，在以科技
形式为地方服务的同时，文化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形
式。

杨朝明认为，这首《文明足
迹》作为世界儒学大会的会歌，
实际上也是通过歌曲这种载
体，彰显了孔子六艺中“乐”的
含量。礼、乐并具，更凸显了大
会的儒学内蕴。

“所谓礼乐，本质上是一种
礼乐文化、礼仪文化，儒家文化
要想在新的时期得以发扬光
大，需要通过一些具体和形象
的方式进行延续。”清华大学教
授李学勤认为。

本报济宁9月27日讯(记者
马辉 汪泷 见习记者 胡祥东)

27日，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开
幕。1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儒
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建设”的主题
及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广泛对
话。他们把目光聚焦到“儒学与现
实”的主题上。

“儒学之所以经久不衰，而
且不断地被继承光大和生发扩
展，很重要的就在于历代儒学先
贤们始终关注现实。”27日上午，
在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
上，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说。

“当今时代，诸多人士仍在
价值多元与纠结中不停地思考。
究其原因，除了‘全球化’浪潮的
推动，更重要的应该是现实世界
和道德上失去了‘均衡’。”孔子
研究院院长、世界儒学大会执行

秘书长杨朝明研究员在主旨演
讲中提到，孔子提出的方法蕴涵
着许多的智慧。人们只要按照

“忠恕”之道行事，修己以安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社
会礼仪的塑造，还是道德文明的
构建，以至生态环境的改善，都
将成效可期。

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认为，
当今世界，新事物、新情况、新问
题更迭出现，新思想、新观点、新
知识纷纷涌现，全球经济文化融
合加速发展，区域交流合作方兴
未艾。面对这个时代潮流，儒学
如何进一步探索创新，如何更好
地与当下社会融合，是摆在我们
新时期儒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
重大命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王能宪则认为，孔子创立的儒

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与道
德、价值与信念，是中华民族延
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世界儒学大
会把外国著名专家“请进来”和
国内学者共同研讨中国传统学
术文化，创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
新形式，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重要载体，也促进了多
元文明包容互鉴、和谐共生，为
世界人民的相知互赏和国际社
会的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日，14个国家和地区、60
多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的120多位专家学者，还围绕“儒
家思想与生态文明”、“儒家伦理
与道德教育”、“礼乐传统与社会
礼仪”、“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
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
泛对话。

儒学在历史上不是一家一派
的学说，而是集三代文化之大成、
为中华民族确立人本主义精神方
向、为全民族提供基础性道德规范
的社会德教，它面向社会所有的
人，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提供伦理原则，而以五常八德为基
石。儒家未来的演变，不宜政治化、
宗教化、工具化，应在社会德教位
置上发挥作用。

———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
教学学院牟钟鉴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本质是
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体
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
性等特征，强调缓慢渐进、氤氲化
生。化育的“礼化”功能与“乐化”功
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
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个体道德化与
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
影响。要实现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
功能，需在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
践方式等方面下功夫。

——— 吉林师范大学教授祖国
华

随着中国和亚洲和平经济的
崛起，以抽象、理性、信仰为基础的
西方文明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为
寻求全球经济的和平发展，人类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从以流动、
直觉、整体和务实为特点的东方文
明，尤其是中国古典传统中寻找智
慧，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
互补中促进世界和谐。

———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
李瑞智

儒学大会现场首次唱响会歌
名为《文明足迹》礼、乐并具凸显儒学内蕴

儒学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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