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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融入当今
戒表面化、功利化

杨朝明坦言，习总书记的
讲话让他印象深刻：第一是传
统文化的时代融入性，也就是

“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
第二是中国大陆应该在传统
文化研究中做得更好、要具有
话语权。

“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大力
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明确
的信息和态度。总书记强调

‘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有关
传统文化的问题，才能找回我
们‘文化自信’。”杨朝明认为，
当前应当加强对传统文化的
正本清源研究，还要分清哪些
是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并以与
时俱进的方式，创新性转化、
发展传统文化。

谈及传统文化时代的融
入性，杨朝明认为，首先不能
表面化、功利化、世俗化，“发
扬传统文化的最终愿景，应该
是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在习
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内容丰
富的一系列讲话中，杨朝明认
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
立”可看作这篇大文章的标
题。“‘德’取决于‘道’是什么，
就是信仰层面的价值观问
题”，杨朝明说，源远流长的中
国传统文化具有统一性和整

体性，道德信仰是它的中心或
核心，应在当代与时俱进地发
挥作用。

“人们有了德，才是有了
道。只有人民有信仰，民族才
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杨朝
明强调，时代需要传统文化作
支撑，需要从中汲取改革发展
的动力。

石刻看似静态
却传递立体的思想

习总书记视察曲阜后的
三年，杨朝明笑着说，自己是
在忙碌中度过的，“累并快乐
着，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
回归，感觉如沐春风。”

三年中，他不仅投入更多
的精力到学术研究中，还接待
各地大批的来访，主办或参与
多项活动推广、宣传儒学。此
外，“中国曲阜石刻文献集成
与研究”、承接编撰方正出版
社委托的《八德诠解》，是杨朝
明眼中最为重要的两项课题。

杨朝明介绍，曲阜石刻文
献的研究课题由他牵头，孔子
研究院所有研究人员全部上
阵。“万仞宫墙的门下历代走
过多少人？多少帝王将相、文
人墨客来到过孔子庙？这里的
建筑、匾额、石刻实际都会说
话。”杨朝明笑着说，通过研究
曲阜石刻文献，我们能够清楚

地了解到孔子思想与历代中
国的关系，为发掘儒学在当代
的作用提供思路。

杨朝明说，石刻看上去是
静态的，其实它们所包含的内
容和诠释的观点和意义却是
立体的、丰富的、动态的。

孔子研究院承接方正出
版社委托编撰的《八德诠解》
课题已经到了尾声。杨朝明
说，《八德诠解》按照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分成八
本，目前近百万字的撰写工作
已经完成。

儒学走进大众
中小学生们得抓好

三年来，杨朝明觉得儒
家文化正在以多种渠道走入
寻常百姓家。

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
落户孔子研究院，今后将成
为世界儒学研究交流中心、
国际知名的中华文化体验基
地和修学度假目的地；曲阜
举办“百姓儒学节”，让曲阜
老百姓都能走进孔庙祭拜先
师孔子；越来越多的孩子来
到曲阜国学讲堂，接受国学
教育……同时，曲阜举行的

“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教师
免费游三孔等活动，也更加
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孔庙精神
家园的作用。

在谈到儒学如何更好走

向大众时，杨朝明认为，一定
要立足长远，抓住根本，“走
进大众不能忘记着眼点在哪
里，要看准时代性，让儒学融
入人们的骨髓、血液，成为一
种思维方式。”杨朝明特别强
调，推广儒学需要特别关注
青少年和中小学生。

“他们正处于人生观和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让
他们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
具有重要的意义。”杨朝明建
议，要真正重视儒学，不能有
丝毫的功利心和世俗心，切
勿停留在表象，而应坚持形
式服从内容的原则，将儒学
与时代相结合，弘扬正确的
是非观和荣辱观。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谈传统文化融入当今时代

人人有有德德才才有有道道，，国国家家才才有有力力量量
本报记者 姬生辉 苏洪印

“最大的感触就是传统文化的春天来了。”19日，再次谈及三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视察并与有关专家学者座
谈，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依然记忆犹新。三年来，杨朝明笑称
自己‘累并快乐着’，他和孔子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谈及儒学如何更好地走向大众，杨
朝明坦言，应立足长远，全力做好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

孩孩子子、、官官员员学学儒儒学学

既既抓抓现现在在又又抓抓未未来来

儒学从娃娃抓起
幼儿规里融入国学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
阜时，骆承烈作了加强文化自信
的汇报。

“在汇报中，我提出了两个观
点，传统文学都要学，孩子要学，
当官的也要学。孩子是国家的未
来，各级公务员制定国家政策，一
个是抓住了未来，一个是抓住了
现在。”骆承烈说，习总书记听后
很感兴趣，并带走了他写的《清正
廉明颂》。

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中
央党校《学习时报》联合主办的

“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
骆承烈被“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
会聘请为“活动的专家顾问，他所
讲授的专题为，《从孔子宰中都谈
政德》、《儒家五圣的政德思想》、

《孔子的政德观》，讲授做人之道、
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及
治国理政之道。

9月6日，骆承烈刚收到《国务
院幼儿园行为幼儿规》的图画版，
里面的幼儿规便是由他改编的。

“国内掀起了国学热，孩子们也被
教育要学国学，但现在的孩子不
同于古时的孩子，不应该给他们
灌输不懂的东西，因此改编了幼
儿规，编成孩子们能够接受的内
容。”骆承烈说。

创造性传承文化
要把《孝经》搬上荧屏

习总书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次谈话中，多次说起
对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历
史性发展”。

依此精神，骆承烈提出“万邦
师表”孔夫子、“经益求精”学国
学，以“上下相助、父子相学，夫妻
相敬”为“三相”代替旧日的“三
纲”。

骆承烈新编了《二十四孝
图》，将传统美德收集整理刻石表
现，首创“中华母亲节”等体现中
国特点的节日，以及将《论语》等
经典搬上荧屏。“正在编写剧本，
准备把《孝经》也搬上荧屏，形象
地发扬中华孝文化。”骆承烈说。

尽管已年过八旬，骆承烈在
这三年里北上黑龙江，南下广东
省，在很多省市作过报告，平均每
月二期。除了在全国各地马不停
蹄地奔走传播儒学，骆承烈一直
坚持撰写儒学方面的书籍，将自
己的研究成果系统化，以更好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4月，由骆承烈担任主编
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中华孝文
化研究集成》，得到国家出版基金
支持，全方位展示了中华孝文化
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形式和
发展。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庄子帆

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教授，几十年间抄了1000多块孔碑、搜
集了2500种孔子像，出版了20余本讲儒学的书。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精神依然
矍铄，研究儒学却不知疲倦。三年间，他又出版了《洙泗归元》等儒学著作。

杨朝明。

骆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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