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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台湾著名学者董金裕做客齐鲁大讲坛·滨州分坛讲国学

儒儒学学热热恰恰恰恰说说明明国国学学有有缺缺失失
本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宗

丽 记者 王晓霜 ) “国学、传
统文化如果跟吃饭、睡觉一样自
然，不需要时时提醒，才能实现文
化的恒久发展，让老祖宗的智慧
发扬光大。”20日，台湾政治大学
名誉教授、著名学者董金裕做客
齐鲁大讲坛·滨州分坛，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基础教育”
为题详细讲解了传统文化如何应
用于现实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重要，从
孔子创立的儒学文化开始算起，
一路上有着太多的文化遗产，如
果就这样丢弃了太可惜，如何把
传统文化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学

生的课程教育中值得研究。”20日
下午，滨州学院大礼堂一楼的报
告厅座无虚席。下午3时，大讲坛
一开讲，主讲人董金裕分别就“尊
孔”、“敬师”、“传承中华文化”三
大块内容进行了讲解。

“去年9月28日我参加了在济
宁的祭孔大典，当时就表达了3个
愿望。”董金裕说，孔子是儒学文
化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和学说代
表了大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
将中华文化的精要安排到正式课
程中，使民族文化能世代相传并
发扬光大是他的愿望之一。而如
何让祭孔大典与历史接轨，方便
申请非遗和把教师节改为孔子诞

辰日那天是他另外两个愿望。“目
前中国大陆地区很多地方都掀起
了国学热、儒学热，这是好事，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学的缺
失。”董金裕表示，应该把传统文
化安排到学生的正式课程中，“习
惯成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传授国
学知识。”

滨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桂萍主持了此次大讲坛。她指出，
滨州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和特殊时期，需要文化精神的激
励。只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文化力量在发展中的持久支
撑作用，才能让发展更加厚重充
实，更加高远磅礴。 董金裕教授做客齐鲁大讲坛·滨州分坛。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延伸阅读

国学天天挂嘴边有问题，像吃饭睡觉自然才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
晶，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对促进当代基础教育发
展、励学修身提高个人素养具
有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将传统
文化应用于现实中却遇到不
少难题。对此，董金裕表示，弘
扬传统文化，要安排到正式课
程中，养成习惯，而不是现在
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

“一热准有问题。”
“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态

度经历了抨击、不闻不问、掀
起国学热三个过程的演变。”
董金裕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大陆地区经历了“文革”，
这时候学生不尊重老师、批斗
老师、打老师的情况十之八

九，“这个时期的传统文化是
遭到抨击的。”十年文革之后，
经济、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传统
文化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发展。

“1994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
术讨论，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大
二的女学生，我问她知不知道
孟子，她竟然回答我‘孟子是
什么东西？’”董金裕随后又问
她是否知道孔子，女学生表示

“好像听说过”。这样的两句回
答让董金裕很无奈：“一个大
二的学生竟然不知道孔孟，可
见那时候的传统文化已经缺
失到一定程度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近
年来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
教育，各地也纷纷掀起了国学
热、儒学热，这在董金裕看来

很欣慰。“这是一件好事，说明
大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了，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文
化的缺失。”在董金裕看来，任
何事物只要一“热”就说明有
问题，“国学如果跟吃饭、睡觉
一样自然，还需要天天挂在嘴
边么？”

董金裕认为，大陆地区国
学热潮流中必须克服的问题
是缺乏系统的传授和国学师
资的良莠不齐。“国学班上孩
子们怎么学习？背诵经典固然
是好的，但不理解就会变成填
鸭式教育，就算背过了也不能
应用到实处。”董金裕说，第二
个问题就是师资，大部分教国
学的老师都是原来教语文的，
都是中文系出身，老师们没有

经过《论语》、《孟子》、《史记》
等国学的洗礼，只能凭自己理
解教给学生们传统文化，这样
自然也是教不好的。

“我认为最好的让传统文
化应用到现实中来的方法就
是把传统文化安排到正式课
程中，这样有了课时的保障就
便于系统传授，再就是师资也
可以经过培训达到一定的水
平，变‘填鸭式’为‘反刍’教
育，才会有一定成效。”董金裕
认为，要让孩子们从小、从生
活中养成好习惯，才能实现传
统文化的传承，比如在车上看
到老人就很自然地起身让座，
不用任何人提醒才行。

本报记者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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