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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这是我国举
办的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
型国家级展会。如今，我国参与各种
展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在展会
刚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时候，却不为
社会所理解。

1866年，清朝总理衙门首次接到
参与法国巴黎展览会的邀请，却被
视作“聚珍聚宝会”，置之不理，仅例
行公务式地“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
商遵照”。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意识
到国际展览会的重要性，于是年底
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简章》20条，开
始主动参与国际性的展览会。

不过，这种主动，更多是在政府
层面上，民间实业主动参与的欲望
并不算强烈。这种“官热民不热”的
现象在1915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展览会”上，中国实业经济大
放异彩，获奖无数。也正是这场盛
会，造就了如今国人的“展览会情
结”。

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巴拿马太
平洋万国展览会”高度重视，接到美
方的邀请后，迅速派耶鲁大学博士
陈锦涛与伊利诺大学博士王景春赴
美联系参赛事宜，预定会场场地。此
外，为了加强筹备工作，北洋政府特
地成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
委任曾任南洋劝业会会办、富有赛

会经验的浙江青田人陈琪为筹备巴
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

为了让我国的产品在“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展览会”上更有竞争力，
事务局在产品的改良上做了大量工
作。

茶叶，是我国的特产，也是我国
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之一。
在过去，传统制茶业都是用手工制
作，外国商人认为不太卫生。事务局
要求各地改用机器制作，以保证质
量，并要求各地改进包装，用洋铁罐
代替木箱和纸包。再如丝绸，事务局
专门派人调查国际市场对丝织品的
需求状况、流行款式，并购置样品，
指定国内厂家改良生产，力图与国
际接轨。

就在我国如火如荼进行筹备的
时候，传来了日本政府准备拨款600
万元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消息。需
要指出的是，日本人专门划出100万
元用以筹备丝、茶两项，准备同中国
的产品一比高低。

日本人的举动引起了国人的担
忧，为了了解日本筹备参加巴拿马
博览会的情况，并向日本学习振兴
实业的方法，我国参加了1914年的日
本大正博览会。

1914年4月20日，大正博览会在
东京上野动物园正式开幕。湖北、浙
江、江苏等分别组成了人数众多的
参观团。对大正博览会态度最为积
极的是生丝厂家，他们组成了“丝商
联合赴日本赛会参观团”，并制定了
详细的考察计划。

除了“刺探敌情”之外，事务局
也在国内“华山论剑”，国内部分省
份城市纷纷举办物品展览会，各种
产品争奇斗艳，各种特产举不胜
举。

以山东为例，在接到事务局的
通知后，迅速成立了以山东都督靳
云鹏为名誉会长、山东巡按使蔡儒

楷为会长的“山东展览会兼办巴拿
马赛会出品协会”。成立后，协会耗
资九千多元，在如今济南中山公园
原陈列馆的后面，新建了一座长三
十丈、宽八丈的大型展厅，这就是商
品陈列馆。

1914年6月15日，山东展览会开
幕，参观展览的中外来宾每天都超
过上万人，这是济南乃至山东历史
上第一次商业盛会，经过评选后，有
两百余种优秀产品被送到巴拿马赛
会展出、参评，其中就有我们如今耳
熟能详的宏济堂福字牌阿胶和张裕
葡萄酒。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定于
1915年春开幕，但距中国路途遥远，
且所运物品数量庞大，类别繁复，到
美国后尚要应付报关、点验、布置展
场等诸多事情，因此代表团1914年冬
即出发。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不久，作为中立国的中国受战争影
响还不大，由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
船只从上海装运，20多天后顺利抵
达旧金山。在各国参展品陆续抵达
目的地后，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布置
会场。除主办国美国外，30个参赛国
中，以中国和日本的参赛展品最多，
因此都得到5万平方英尺（相当于
5400平方米）的场地。

1915年2月20日，规模空前的巴
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式开幕，
中午12点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

宫按动电钮，发出博览会正式开幕
的信号，整个会场礼花齐放，水柱喷
射，旗帜飘扬，热闹非凡。这天整个
旧金山人山人海，到会参观人数达
25万人。

4月22日，巴拿马博览会的中国
馆开幕，加州总督、旧金山市长亲自
出席，还派海陆军战舰表演助兴，并
赠送中国代表团铜牌一面作为纪
念。中国馆由农商部派人到会场直
接修筑，耗资9万余元。该馆仿北京
太和殿修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为
各国参观者赞美。此外中国还修建
了中华政府馆，分为正馆、东西偏
馆、亭、塔、牌楼六部分，雕梁画栋，
飞檐拱壁。政府馆以陈列本国特产
为主，兼作办公之用。当天前来参观
的人就达一万多人。

除机械、制造、牲畜三馆，我国
都有产品陈列。在最后的评比中，中
国展品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
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
枚，在整个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

“不惟中国赴赛以来所未有，亦各国
历次与赛所罕见也。”在这次博览会
上，由于事先的特别改良，我国传统
名产如丝、茶、瓷器等都取得了优胜
的成绩。丝绸类共得大奖章5枚，超
过了日本和西欧各国；茶叶被誉为

“品质优美，甲于全球”，共得大奖章
8枚，而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锡兰
（今斯里兰卡）两国只得到金牌奖。

此次参展，中国特产种类的丰
富、品质的优良、工艺的精湛、价格
的低廉都引起轰动，以至于外国
人评价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
更有人称为“东方大梦初醒、前
途无量之国”。总之由于事先的
积极筹备，我国在巴拿马博览会
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洗刷了长
期蒙受的民族耻辱，在国际上树立
了新的形象，也造就了中国人的“展
览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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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何重新热起来？儒学将往何处去？11月4
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做客
齐鲁大讲坛，主讲“由批判研究到传承创新——— 四十
年来儒学在中国社会地位的变迁”，进行了详细解答。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标志和精神命脉。在历史上，儒学曾一度
扮演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
神支撑。然而在近代，儒学却受到了空前的批判。颜炳
罡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人
面对着三千年未有的境遇。中国社会必须变，再按照
老样子走下去，就会亡国灭种。因此，绕着中国向何处
去，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调试，其中也包括文化调
试。”

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条主线：一个是向西方学
习，另一个是彻底反传统。“砸烂一个旧时代，建立一
个新时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成为复辟
保守反动的象征，从而形成举国批判孔子、“打倒孔家
店”的局面。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批判，难免矫枉过正。孔子
被妖魔化了，儒学被妖魔化了，这种局面到改革开放
后才得到根本改变。”颜炳罡介绍，1979年10月，中国哲
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
论会”，这是当代中国内地儒学学术会议的开端，也是
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首次较大型会议。

当时，哲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指出，历史在发展，
时代在前进，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时代：“尊孔”固
不足以骗取人心；“反孔”亦不足以伪装革命，因而有
可能对孔子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了。“‘尊孔’
的时代过去了，‘批孔’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研孔’的
时代到来了。提出对孔子做科学客观的评论，走到这
一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转折。”颜炳罡评价
说。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孔子，
不得不提匡亚明《孔子评传》一书。这本书始作于1982
年，完成于1984年，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是当
时许多学者共同创作的成果。书中明确提出，孔子“是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
家”。称孔子“伟大”，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头一次。对
此，颜炳罡教授认为：“承认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很
重要，但是加上‘伟大’更重要。孔子地位的抬升，其实
是在对孔子‘去妖魔化’的体现，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
进步的结果。要给予孔子应有的地位、合理的评价，继
承珍贵的文化遗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非常热闹，各种各样
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接连出现，比较文化学、现
象学、文献学等纷纷登场，一时间，儒学研究领域成为
各种方法的试验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李泽厚于
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

《孔子再评价》是李泽厚的扛鼎之作，奠定了他在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研究地位。“在李泽厚的文章中，已
不见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更不纠正孔子
的阶级属性，而是运用文化心理学、系统论的整体观、
文化人类学直面孔子的思想本身，这种研究不仅是方
法的进步，更是思想观念的进步，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颜炳罡说。

他指出，近四十年来，儒学发展还有个显著特征：
实现从学术研究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转变，
从而实现由“革文命”到“续慧命”的转变。

以山东为例，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山东大
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曲阜孔子文化研究院、聊城大学国
学院、济南大学儒学院等机构。与此同时，以“国学”之
名，儒学研究者、爱好者纷纷进企业、进学校、进街道、
进社区、进乡村，儒学由理论研究转入现实行动。

对此，颜炳罡表示：“儒学关注的是培养好人、培
养善良人的问题，儒家鼓励人人成为君子、家家和睦、
天下太平，无论什么时代，也不管什么社会，我们都需
要好人，我们都需要善良的人，我们都需要君子，儒学
的确具有现实价值。”

不过，对当前的“国学热”，颜炳罡教授也有着理
性的认识。“我们离国学复兴、离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差
得还很远。国学既不要冷，也不要热，只要常态。热了
不行，热了会发高烧、出毛病；低温也不行，它也活不
成。它需要回归生命的常态。”

颜炳罡指出，当前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教育，最
大的问题是缺少优质师资。“懂传统文化的人，好多人
都是自以为懂，其实离传统文化还差得远。许多讲国
学的老师自己连《论语》、‘四书’都没读完、读懂，又怎
么去教书育人呢？我们需要有更多接受过专业学术训
练的人去推动这件事。”

他同时强调，合格的国学教育应该是传播儒家的
精华，而不是儒家陈腐的东西，不是愚忠愚孝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不要孝？我们要，但是不能愚孝，我们要
至孝。我们不需要愚忠，我们要义忠。忠本身不坏、孝
本身不坏，关键是宣扬者、传播者怎么去传播的问题，
要把儒家的正能量传达给今天这个社会。”

颜炳罡表示，儒学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崛起，未
来，儒学的振兴“理有必然，势有必至”。民族何以自处，
人类何以自处，儒家的好多思想，为我们今天化解全球
化所带来的困境，乃至对我们今天处理星际文明的冲
突提供了很好的指导。“由研儒到行儒，由行儒到儒行，
儒学要落地生根，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通过创造性转
化，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生活的方式，服务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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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自己搭建的中国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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