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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邹鲁文化城市座谈会上，韩
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润和表
示，提升“邹鲁文化”城市的地位，不能仅
靠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还应不断、
有效的发挥各种文化遗产的机能。

李润和认为，这需要确立文化城市
的整体性，特别是精神文化所共有的价
值观、信念体制、态度等各方面，通过阐
释邹鲁文化并进一步发扬，使之成为地
区文化力量的原动力。此外，还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不断实践，把文化生活化，这需
要确保对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批判性
继承的历史视角。同时，通过开放和交
流，站在世界舞台介绍当今日常生活中
保存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并不断丰富文
化内容，并加强其力量，提高其质量。

“拿邹城来说，具体做法是要立足于
经学、礼学研究，并使其活态化，融合于
生活、风俗之中。也就是说，让邹鲁文化
成为活的传统，而不是死的古迹古学，或
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陈年旧事；也不是
仅存于书斋中的理论。要让记录在古书
籍上的思想活起来，否则，与现实生活不
相干，也谈不上‘发展’。所以，对邹鲁而
言，发展儒学及建设社会礼俗之美，是它
最大的资源。”李润和说。

本报记者 黄广华 于伟

百余名专家学者邹城探寻邹鲁文化当代价值

涵涵养养当当代代价价值值观观离离不不开开孟孟子子
本报济宁4月28日讯 (记

者 黄广华 于伟 通讯员
张长青 胡恩娇 盛超 )
28日，2015邹鲁文化城市

座谈会在邹城举行，海内外
37座邹鲁文化城市代表及邹
鲁文化专家学者百余人，共
同探寻邹鲁文化当代价值。

邹鲁文化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过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其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已深深
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精
神标识之一。邹鲁城市座谈会
以文化为媒，共商邹鲁文化传
承发扬大计，共创邹鲁文明复
兴，标志着邹鲁文化的传承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邹鲁之风形成与演
变”的主题，孟子研究院院长
王志民指出，孔子是邹鲁之风
的开创者，而孟子是传承、弘
扬、发展孔子思想影响最大的
学者，儒学因孟子而行，邹鲁
之风也因孟子而大于繁盛。

“是孟子让孔子变得更伟大。”
王志明表示，“邹鲁之风”内涵
主体是尊孔读经的儒风，精神
内核是一种崇尚道德的教化
之风，其中很多价值观，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
源泉与根基。

“孟子把原来孔子重点
放在个人道德、修身这方面
的仁，扩大到整个社会。所以
这样的“仁”不仅仅是个人的

道德了，而是变成治国理政
的一个根本的法则，变成一
个社会的价值。”清华大学国
学院院长、孟子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陈来表示，就今
天来讲，它仍然能够成为我
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
重要源泉，这也就是孟子思
想的时代价值。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表示，邹鲁文化说到底是一种
道德文化。“邹鲁文化之所以
名扬天下，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这种品格，即其修身学
说。邹鲁文化的可贵品质就在
于思考人，思考人性，思考人
的价值。

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

中华文化标志城办公室副主
任高述群指出，以儒家思想
和邹鲁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文
化，其当代价值在于，它是复
兴民族精神、实现百年梦想
的内生动力；增强两岸认同、
促进和平统一的悠长文缘；
传扬中华文明，推动世界文
化交融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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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者李润和谈邹鲁文化。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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