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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化节教育功能将被放大

孔孔孟孟之之乡乡构构建建““首首善善模模式式””
本报记者 马辉 姬生辉 汪泷

27-28日，2014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在曲阜开幕。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成了孔孟之乡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如何在当下发扬和创新？作为孔子故里的济宁如何打造文明首善之区？孔
子文化节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发挥新的功能？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
位专家学者。

几位志愿者站在首善之区的宣传牌前。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冒雨参加祭孔大典的嘉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推广、创新儒家文化,应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一年之内，习近平总书记针
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
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连续释放
出了三次信号。第一次是他去年
来到曲阜视察并作重要讲话，第
二次是今年“五四”到北大看望
汤一介先生，第三次则是在世界
儒联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部长
刘续兵认为，要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尤其要加大对儒家
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儒家思想文
化应是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
体系的源泉，儒学不是儒教，是自
然形成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它的

立足之处就在社会中间。
“改革开放后，曾有一些学者

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会
自然而然的演变出新的文化体
系，但却并没有意识到，演变出的
新文化其实仍然要建立在我们自
己的传统文化之上。”曲阜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认
为，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立过
程中，马克思主义可以起到指导
作用，但这仍然需要依托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的大平台上，才能进
行发展创新。而当下国家所营造
出的这样一种大环境，可以说是
民族文化之幸。“这就等于是我们

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
DNA。”成积春说。

“尊孔不是迷信，新文化不可
能完全与传统文化割裂，优秀传
统文化是新文化创造的基础和源
泉。”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认
为，儒家思想文化中，像学习方法
可以不加改造直接运用于当下，
而更多儒家思想的精华则体现在
对待入世的态度，像“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
要求为官者必须以身作则，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向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智慧，
这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

打造首善之区孔子故里令人期待

“礼乐文化是基础，周礼尽
在鲁矣，孔孟之乡是礼仪的策源
地。”刘续兵认为，作为孔子故
里，打造首善之区应该走在全国
前列，这里的民众应该更加向善
和崇尚道德，孔孟之乡应该具备
这种氛围，世人也都对此十分期
待。

刘续兵认为，孔子思想对全
民族道德素质的提升和对历史文
化的滋养，应该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曲阜推出一个政
策，不孝的人不能提拔，非常有意
义。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守孝悌，又
怎么能够为民众服务，为国家尽

职？”刘续兵认为儒家思想倡导仁
爱、孝悌、忠义、知廉耻，在社区、
乡村等基础生活单元，应该首先
倡导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相处，整
体氛围融洽，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应该受到社会的排斥。

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
说，打造首善之区要注重两个层
面的问题，首先是思想文化方面，
民众应该将这种理念变作一种主
动和自觉，打造一种带有孔子故
里烙印的“首善模式”。其次是行
为规范方面，百姓从身边细节做
起，政府从宏观层面考量，倡导社
会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

家庭之中遵守孝悌，邻里之间友
爱互助，步入社会诚信向善，让行
为规范的“首善”逐步固化。

针对打造首善之区，骆承烈
则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应
该“辨真假，打王牌”，把思想文化
的精华保留并发扬创新，而这些
思想文化的精华应该通过合适的
方式，传播给合适的群体，让这些
优秀的理念深入到现代人生活工
作的各个层面。“例如针对儿童，
要通过合适的语言去让他们理念
和乐于走近孔子，通过诵读儒家
经典，从小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

孔子文化节再提升

教育功能将被突出

成积春坦言，过去的孔子
文化节，因为受环境影响，更有
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味
道。而今后的孔子文化节上，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则
将更加得到重视，精神文化层
面的传播功能将更加被突出。

“孔子文化节一定要在文化层
面上有更大的引领。”成积春
说，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
表，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更
是扎根于国人心中，所以理应
将其打造成为国人的一场大盛
典。文化节今后要回归到精神
文化层面，要成为对文化创新
中的一股助推力。“要使文化中
经典的、值得倡导的东西，扩散
出去，在国内、全世界范围内形
成影响。”

“孔子文化节应该是一个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儒家
思想文化的节日，应该是一个
多元文化交流的节日，为文明
的提升搭建一个平台，更成为

民众之间自然亲切的交流平
台。”刘续兵谈到，每年祭孔大
典，都会向现场来宾发放祭文，
但是不少怀有儒家情怀的海外
人士来到现场，心怀一颗崇仰
之心纪念先师孔子，如果没有
更加深入地介绍，只能是走马
观花。多元文化的交流应更重
视细节，建议祭文能够增加英
语、韩语、日语等语种，小小的
变化，可以让更多的人真正走
近孔子。

骆承烈则认为，孔子文化
节愈加成为属于大众的文化纪
念活动，更多的人渴望从中获
得启示和教育，所以孔子文化
节的教育功能会逐渐加强。他
建议，针对大众，需要专家学者
向他们推荐儒家思想文化的经
典，并加以阐释，深入浅出，让
更多人理解和养成习惯，用优
秀传统文化所表述的行为准则
去规范和约束自己，从而影响
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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