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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儒学学添添生生活活味味
经经典典更更接接地地气气
本报记者 汪泷

19日，由孔子研究院主办的春秋讲坛举行今年首奖，鲍鹏山作为主讲人作
了题为《孔子与士》的主题讲座。他认为，济宁举办的儒学普及活动是很好的举
措，有助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推广，也有利于增强当代人的人文气质。

鲍鹏山，现为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潜心研究先
秦诸子数十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人
的心灵——— 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传》等著作。

个人简介

儒学教人学会明辨是非

记者：教授，您曾提
出希望儒学进入到生活
细节中，而不是仅仅停
留在媒体上，儒学为什
么要进入我们的生活细
节中呢？

鲍鹏山：过去，人们
一提文化，就认为他代
表了知识，其实不然，文
化更多的是具有功能作
用。

举个例子来说，平
时我们看电视，只需要
知道遥控器怎么用就可
以了，并不需要知道它
是怎么制造的。所以有
些知识部分人是不必去
掌握的。

但文化不同，文化
可以在所有人身上产生
效应。普及文化，可以让
人具备明辨是非的基本

能力。
记者：这种基本能

力，在当今社会有何作
用？

鲍鹏山：古代是精
英社会，国家的发展走
向完全是精英阶层决定
的，所以当时推崇精英
教育，多数普通民众并
没机会接触文化。

但今天不同，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普通
大众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发表意见，当达到一
定规模的时候，对国家
的政策也可能构成影
响，有些影响甚至会形
成对当今社会的推动
力。

所以这就要求人们
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你才能理性、正确地去

发表你的观点。从这个
意义上说，文化对每个
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者：现在高中即
将开设国学课程，并且
把许多儒学经典列入到
必修科目当中，您怎么
看待这一措施？

鲍鹏山：这是好事，
每个孩子都应该了解国
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但我认为，这一措施仍
需改进，国学进课堂应
该从小学开始。

高中阶段孩子们普
遍面临着升学的压力，
现阶段的他们，无论从
气质、价值观等方面都
已经基本成型。所以我
认为如果要想有更好的
效果，应该把这一举措
再往前推。

帮中国人培养人文气质

记者：近几年，济
宁 开 展 了 许 多儒学普
及活动，包括打造乡村
儒学，让每个村都配备
儒学讲师，乡村书屋也
配备国学经典书籍，您
对此如何评价？

鲍鹏山：非常好！
我 认 为 这 是 非常好的
一个举措。

中 国 的 乡村不同
于国外的乡村，乡村治
理自然也与国外不同。
我们有 3 0 0 0年的乡村
治理经验，理应让有中
国 传 统 的 治 理继续发
展下去。

我举个例子，就好

比 现 在 不 少 人喜欢喝
咖啡，这个没人反对，
但 我 们 大 多 数人仍然
爱喝茶。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可以去喜欢、享
受国外的文化，但首先
你 要 先 懂 得 自己国家
的文化。要养成中国人
自己的气质。

所 以 咱 们济宁用
传统文化建设乡村，让
当 代 人 有 传 统 、有 文
化，非常有必要。

记者：那么您对国
学普及这方面，有什么
建议呢？

鲍 鹏 山 ：我 认 为
在 国 学 普 及 的 过 程

中 ，政 府 可 以 适 当 地
放 手 让 民 间 组 织 去
做 ，毕 竟 政 府 的 力 量
有 限 ，而 民 间 也 有 许
多 人 对 此 有 热 情 。所
以 放 手 去 做 ，才 能 积
极 调 动 社 会 力 量 ，形
成百花齐放的现象。

其 次 ，政 府 有 很
多 文 化 管 理 、服 务 机
构 ，在 推 动 国 学 普 及
的 时 候 ，不 要 只 看 上
面 的 政 策 ，也 要 多 看
看 民 间 的 需 求 。或 者
说 是 向 过 去 看 看 ，古
时 候 在传 统 文化当中
肯 定 也有 许 多值得借
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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