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做客齐鲁大讲坛解与孔子距离

把把握握了了思思想想精精髓髓离离孔孔子子就就近近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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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做客齐鲁大讲坛
解读孔子思想文化。

“2500多年来，人们对孔
子的关注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
上的一大景观，‘孔子就是中
国的形象代言人’这话一点
也没错。”23日上午，中国孔
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做客齐
鲁大讲坛滨州分坛，以“我们
距离孔子有多远？”为题，引
经据典，从孔子所处的时代、
孔子思想的贡献和价值、对
孔子思想的误读三大方面，
为广大听众生动形象的解读
了孔子及其思想文化。

文/片 本报通讯员 宗丽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对孔子的关注成为文史上一大景观

“谈到孔子跟我们的距
离，到底有多远呢？从空间来
说，我们就是山东人，是孔子
的老乡。从时间上来说，孔子
离我们有2565年了。所以，我
们今天讲的距离是心理上的
距离，每个人对孔子的看法不
一样，那么究竟是熟悉还是陌
生呢？”杨朝明说，首先要从孔

子所处的时代开始说起。孔子
是东周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
育家、政治家，那个时代正是
战乱动荡的年代。“如果不是
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乱世，
也许他的价值观就会不同，也
就不会有现在的孔子思想，也
不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杨朝明说，正因处在乱世，孔

子思想才会大放异彩，“就像
刚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的依法治国一样，都是顺应
时代发展的。”

2500多年过去了，大家对
孔子的关注依然。杨朝明说，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找
不出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在
过去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

受到亿万人的关注，从尊崇、
膜拜，到评论、指责，乃至谩
骂、揶揄，竟然从未中断过。

“这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
景观。甚至在整个世界文化史
上，这也是一大景观。”杨朝明
表示，“孔子热”延及全球，愈
发体现出孔子思想的重要性
和永恒性。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不是歧视女性

有人说，所谓“国学”是菁
芜并存、好坏杂糅的。“儒学”中
也有君君臣臣的纲常，授受不
亲的礼教，父为子隐的回护，女
子小人难养的轻慢，刑不上大
夫、礼不下庶人的爱有等差。对
此，杨朝明表示，其实这是一部
分人误解了孔子，孔子并不主
张等级制度、愚民政策，也不主
张贵族特权。

《论语·颜渊》中有这样
一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
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对此，杨朝明说，“孔子的
真实意思并不是说要保持君
臣、父子的纲常，而想表达君王
要有个君王的样子、大臣要有
个大臣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
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各司
其职，才会社会安定和谐。”

“再就是一直以来争议较
大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难道也说明孔子歧视
妇女吗？”杨朝明反问道。在他
看来，这是因为大家没能完全
理解该句的缘故。杨朝明通过
查阅各种史料提出，此处“养”
与“保”同意，《说文解字》中
明 确 写 着 ：保 ，养 也 。而“ 小
人”也非人格卑下的人，在古

代是平民或自己的谦称。《逸
周书》中周武王所说“惟事惟
敬，小人难保”的意思是小民
很难护养，就要事事施之以
敬。“所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应该是，只有女子与小民难护
养，该事事施之以敬。”杨朝明
介绍，在那个以男子为尊的时
代，孔子说出这句话其实是尊
重女性的表现。

继承儒学真精神就会离孔子更近些

2 3日上午的讲座中，杨
朝明教授广泛征引儒家经典
思想，结合中外学者研究成
果，漫谈孔子思想的重要贡
献 和 永 恒 价 值 。他 表 示 ，孔
子 倡 导 的“ 仁 义 礼 智 信 ”指
导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
孔 子 思 想 中 的“ 大 一 统 ”观
念发挥了纽带作用，是促使
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因

素 ；同 时 ，孔 子 思 想 具 有 世
界 影 响 力 ，仁 爱 、正 义 、秩
序、智慧和诚信仍具有现实
指导意义。

杨 朝 明 解 读“ 中 庸 ”时
表 示 ，所 谓 中 庸 ，就 是 用 中
把握中道。用中不是简单的
折衷，更不是树立意义上的
中 间 ，“ 中 庸 说 的 中 就 是 一
个不断纠偏的过程，我们对

任何事物处理好，其实这就
是中。”

“儒学就是修己安人之
学 ，这 也 是 孔 子 自 己 总 结
的 ，修 己 安 人 ，到 修 己 安 天
下。”杨朝明说，孔子因为看
到了当时社会的乱象，所以
才提出尊崇人必须要遵从规
范，要遵从规范必须要加强
修 养 ，要 加 强 修 养 ，必 须 从

最 起 码 能 做 到 的 做 起 的 思
想 。他 认 为 ，孔 子 思 想 的 面
貌随着时代发展有所改变，
不 变 的 是 原 始 儒 学 的 真 精
神，需要继承的就是这种精
神 。“ 仰 望 孔 子 并 不 是 盲 目
崇拜，而是发扬、继承，对待
孔子思想如此，对待中国传
统的文化更应如此。把握住
精髓就离孔子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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