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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展开无间对话，碰撞出和谐乐章

看见多远的过去，才能看见多远的未来

陈丹 济宁报道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期间，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
通过对话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其
中的儒学“登峰”研究，有助于更
好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智慧，提
升儒家文化传承创新话语权，彰
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

三部系列丛书
阐发儒家思想精神内核

“作为一家国务院批准设立
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在学术研
究方面，我们正编纂三个方向的
系列丛书，希望借此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科研
管理部部长魏衍华介绍，2024年
年底，孔子研究院将推出一场礼
乐“大戏”，即“中华礼乐文明大
系”丛书。该套丛书由孔子研究
院原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主编，是一
套通俗的学术理论读物，包括

《中国“三礼”述要》《中国传统成
人礼》《中国传统婚礼》等10个部
分，每部分有8万至10万字，不仅
有传统礼制、礼仪的介绍，也有
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相关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
礼乐为特色的，儒学要在当代社
会产生作用，就要努力建立人人
讲礼的新礼乐，让礼乐文化成为
社会的底色。我们要做的是对传
统礼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
当代社会。”

另一套丛书则是“孔子思想
与历代中国”。该丛书将以时间
为轴线，梳理先秦、秦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直至五四运动不同时
期的时代特点、儒家文化特点。“绝
大多数时期，孔子思想对现实社
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另一
方面现实社会又反作用于孔子
思想，使孔子思想在不同时期呈
现出不同的特性，二者之间具有
非常强的互动性。”魏衍华说，该

丛书旨在通过对历史“已然”状
况的探究，让孔子思想更好地为
人所用，指导今天和未来。

为阐释《孔子家语》蕴含的
圣贤智慧，打开《孔子家语》研究
的新局面，2021年10月，“《孔子
家语》与中国文化新认识高端学
术论坛”在曲阜召开。会后，遴
选、整理出20余篇质量较高的学
术论文以及5位著名学者的采访
稿，汇集成《论语学研究》（第三
辑）。魏衍华介绍，目前《论语学
研究》正进行第四辑的整理与编
撰工作。“我们还准备出版4册共
150万字的《世界书院研究》，丰
富该方面的阐释。”

不只注疏释义
结合时代叩问先哲初衷

在魏衍华看来，儒家文化研
究，不仅仅是注疏释义这么简
单，更重要的是结合当时的时代
背景，多问一个为什么，先哲的
初衷是什么。

他以《春秋》举例，“《春秋》
是鲁国的‘史记旧闻’，是周礼的
重要载体，被视为五经之一，被
惯例似的广泛推崇和学习。惯例
似的经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要清楚孔子为何作

《春秋》。”他结合《论语》《孟子》
《左传》等传世文献指出，孔子
因“礼”的沦丧而痛心，通过《春
秋》既传达周礼本义，阐释做
人、做事的根本道理，也“拨乱世反
之正”，强调礼与国家治理间的微
妙关系。因此《春秋》逐渐成为传统
中国社会“明辨是非”“拨乱反正”
的重要理论根基。他说，这是“四
个讲清楚”的必然要求，也是坚
持守正创新，深入阐发儒家文化
内涵的重要抓手。

谈及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他希望与会嘉宾、学者们
能打开心扉，有更多的时间进行
互动、交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
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全面、立
体的中国，实现世界不同文明之
间的和谐共存、美美与共。

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科研管理部部长魏衍华：

儒学阐发不只注疏释义，需多些时代之问

陈丹 济宁报道

文明交流和饮食一样
体现中国文化包容性

论坛上，专家学者们纷纷从
哲学、饮食、科技等自身研究领
域出发，畅所欲言，在观点碰撞
中探寻文明交流互鉴的真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杜博思是一位中国通，近几年从
事饮食生产及其文化反应等领
域的研究，他说他是一个“美国
山东人”。“我曾在济南生活过两
年，特别喜欢当地芝麻酱的搭配
方式。虽然已离开多年，但一想
到济南的麻汁凉面，那股味道就
会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他
说，食物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也
是了解文明差别的“钥匙”。

“煎、炖、炒、烹，酸甜苦辣
咸，即使对同一种食物，中国有
很多不同的搭配方式、烹饪方
式，这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
性。中国的饮食从不保守，尤其
是山东的大蒜、番茄、洋葱，听名
字就知道并非产自中国本土，但
中国饮食把一众食物、香料都吸
收进来，料理得很好、为己所用，
折射出兼收并蓄的心态。”杜博
思补充说，文明交流和饮食一
样，要想清楚为什么推广、怎么
推广，以及推广什么。

在陈述观点时，新加坡国立
大学教授劳悦强说，不同文明文
化之间当然需要开展交流互鉴。

“《大学》的‘大’，正好能对应今
天的情况，要求我们有一个豁达
的心情、开阔我们的心胸。孔子
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使已
有现成的道，也需要我们继续开
拓，让道越来越大，让不同的文
明一起走下去。”

劳悦强说，文明交流互鉴不

应只停留在宏观角度，而是要找
到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的具体方
法。“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指
引出一条可操作、可落实的道路。
这跟种族、文化、信仰并无关系，
只要你是人，就应做好修身、促进
家庭和谐，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
件和环境，用实际行动实现‘个人
的成其大’，最终才能促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他补充说，本
次论坛让他有机会从不同角度认
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这
是对文明交流是有益的。

要坚定文化自信
但切忌走向文化本位主义

“‘能看见多远的过去，才有
可能看见多远的未来。’孔子好
古尊古，他继承了上古三代中解
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进行了深刻

的提炼和总结，因此成就了孔子
思想的博大和强劲生命力。”山
东大学特聘教授杨朝明对孔子

“登泰山而小天下”进行了诠释，
孔子之“登”是中华文化不断追
求卓越、提升格局的象征；登“泰
山”而小天下，隐喻了中国思想
泰山般的稳重与博厚；“小天下”
是中国文化天下观念与人类情
怀的最佳表述。

杨朝明表示，中国从家庭
的孝悌出发、培养爱与敬，这是
人的“至德要道”，在此基础上
不断超越，彻底信奉爱与正义。

“当一个民族能够思考人类共
同命运的时候，也就找到了符
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
杨朝明说。

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路则权发出了一个提醒：在
文明交流互鉴中当然要破除西

方中心论，坚定文化自信，但切
忌走向文化本位主义，以文化自
大的心态看待其他民族文化，势
必会加强双方的互不认同。“文
化交流互鉴应始终保持平等的、
包容的、交流的心态。”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
越骅表示，“我们比较了中国文
化与韩国文化、希腊文化等不同
文化方面的同和异，做到了把共
性和差异讲清楚。”在此基础上
文明交流互鉴还应互相补足、互
相渗透，努力超越双方的局限性，
超越双方已有框架，提出一个更
高等级的、更新的思想和框架，既
能包容原有传统的智慧，又能应
对双方未来所要面对的挑战。

“对待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
创造新的历史，对待文明最好的
方式就是创造文明的新形态。”
陈越骅说。

近400位外方嘉宾出席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规格和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视频截图 陆晓括

7月10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分论坛——— 全球挑战下的文明交流互鉴，来自
中国、新加坡、韩国、美国、希腊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展开无间对话，碰撞出
一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第一
次设立体育文化论坛，邀请国际奥
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视频致辞，
与会嘉宾将共同探讨中华传统文
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体育精神和以

“ 更 快 、更 高 、更
强——— 更团结”为代
表的奥林匹克精神，
有共同价值取向和
目标追求。儒家思想
创始人孔子重视“六
艺”，即礼、乐、射、
御、书、数，用今天的
话说，是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孔子本人文
武兼备，射箭技术高
超，《礼记·射义》说：

“孔子射于矍相之
圃，盖观者如堵墙。”
东西双方在体育方
面具有文明交流互
鉴的基础，可以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程中一起夯实双
方体育文化建设。

体育文化论坛
负责人、山东省体
育局一级巡视员王
延奎接受采访时表
示，本次论坛举办
恰逢奥运年，并与
巴黎奥运会同月举
办，邀请了国内外
体育界嘉宾近70位。
论坛以线下为主、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行，国际奥委会
主席托马斯·巴赫先
生、法国国家奥委会
主席大卫·拉帕蒂恩
先生、香港体协暨奥
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先生进行视频致辞。

本次论坛与巴黎奥运会相互
联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与奥林匹
克精神融合发展，是本次论坛的最
大亮点。

王延奎介绍，多位奥委会官员
与奥运冠军将参加论坛。“我们邀
请了中国首位奥运冠军、第23届洛
杉矶奥运会首金获得者许海峰，
2004年雅典奥运会首金获得者杜丽
等多名奥运冠军，规格很高，规模
很大。”

此外，国内外多所院校体育专
家学者也将参会。“论坛邀请了英
国拉夫堡大学、希腊伯罗奔尼撒大
学与我国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
大学、天津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
院、武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吉首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外20余
所高校的体育学者参会交流，将有
力促进体育文化交流互融，深化中
华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融合
发展研究。”王延奎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坛，法
国布列塔尼大区奥委会、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希腊伯罗奔尼撒大学、
上海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山
东体育学院将共同签署“中华传统
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研
究合作备忘录”，汇聚力量，搭建平
台，为长期高效地开展中华传统文
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研究
提供保障。
据大众日报、青岛日报、中新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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