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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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儒学”发起人之一赵法生：我给目前的工作打60分

刘奇葆：

弘扬乡贤文化

发挥新乡贤作用

9月12日至13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表示，要继承和弘扬
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曾说，如
康有为在19世纪末所说，中国传统
文化遭遇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
局”。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在巨变
的进程之中，这种“变局”就包括曾
经深受乡贤文化滋养的中国乡村社
会所遭遇的冲击，包括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
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习俗与现
代文明发生冲突。

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
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
善的力量。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
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

“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要问
“乡贤何在”?

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
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
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
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
为“新乡贤”的主体。刘奇葆说，要继
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
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
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
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乡村深深扎根。

据新华社、光明日报

源起：农村文化“生病了”
走出书斋到农村，亲自给农民讲课，

这个想法五六年前就在赵法生的脑海中
萌生。“农村文化出现不少问题，我们这代
人在农村长大，有乡土情怀，解决这些问
题责无旁贷”。

直到2011年，赵法生加入尼山圣源书
院，他自己的这一想法和书院其他几名学
者一拍即合。

“乡村儒学”讲堂能不能开得起来，赵法
生先做了几个月的调研。一位老人独自住在
破旧的房屋，腊月里躺在床上竟然没有盖被
子。他对赵法生说，自己有病，曾经昏倒，第

二天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没有人管，他硬
生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好过来。

曾经有个村干部告诉赵法生，在农村，
老人在70岁之前还好一些，一旦过了70岁，如
果没有劳动能力，那可能会非常惨。

“这些事情进一步刺激了我。”赵法生
说，没想到孝道问题在农村如此突出。

课程就是从孝道、《弟子规》开始的。
因为没有课本，赵法生去买《弟子规》，先
后买了五个版本，可发现这些并不适合农
村，于是自己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注本，
自费五千元印一千多本，发给村民。

开课：小夫妻争着上台背《弟子规》
开课半年后，赵法生终于松了一口

气——— 他感觉“乡村儒学”课堂完全可以做
起来。

2013年8月，他们在村里举行《弟子规》
背诵比赛，这次比赛给了他极大的鼓励。老
年组第一个上台的是83岁的庞德征老人，
老人膝下无儿无女，但侄女非常孝顺，所以
老人对课堂上讲的孝道很感兴趣。老人不
识字，完全根据课堂上老师教的内容记忆，

一口气背诵了七八句。还有一对小夫妻，在
活动快结束时，还强烈要求上台背诵。

课堂就这么开起来了。赵法生认为，孔
子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在乡村依然
富有生命力；在广大农村，低头不见抬头
见，所以大家普遍爱面子，都愿意学。

赵法生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
村民的上进心强，是向善的一种表现，应该
把这部分能量激发出来。

文/片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目标：学者离开后，乡村仍有人传授儒学
“乡村儒学”课堂已经常态化，但这仍不

够。“我给目前的工作打60分”。理想的状态
是，学者离开农村后，依然有人能够在乡村
传授儒学。也就是说，要形成一套文化传授
体系，“儒学要走出象牙塔，走近老百姓，我
们要建立儒学在当代的传承体系。即使一批
学者将来走了，不在农村了，这个传统文化
的体系仍然在，仍然能起到传播文化的作

用”，实现常态化、课程化、活动化和体系化，
目前前两者已经实现，后两者还有距离。

他们的计划是，要以点带面，从邹城、
曲阜、泰安等地逐渐向外推广。

赵法生说，儒学本就是知行合一的学
问，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需要儒家学者
走向社会，让儒学和生活的联系紧密起
来，完成一种文化使命。

9月14日，周日，赵法生还
在济宁泗水县的尼山圣源书
院忙个不停，送完参加乡村儒
学与乡村建设学术会议的各
界学者，又抓紧给参与“乡村
儒学”的义工们布置任务。

赵法生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也
是“乡村儒学”的发起人之
一。2013年开始，他走上乡村
儒学讲堂，把书斋里的儒学
运到农村。

赵法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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