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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坚守初心、永葆恒心、牢记使命

因时传承，优秀文化历久弥新

尊师崇文
赓续两千多年的文脉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首创私
人办学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者
七十二，曾子、子思、孟子等弟
子、再传弟子们，将其创立的儒
家思想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当时
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殿堂因此多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更是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永续的文脉，并受到历代缅怀和
推崇。

历史上的第一次祭孔是公
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后第二
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
的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使用的
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
按岁时祭祀,以示尊崇与怀念之
意。第一次帝王祭孔是在公元前
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国，以
祭天之礼——— 太牢祭祀孔子。公
元59年，汉明帝改变祭孔典礼都

在曲阜孔庙举行的惯例，于太学
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从此，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都在学校中
祭孔，祭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
动。唐宋以后，祭孔典礼一般采
用帝王礼制。公元1906年，清光
绪帝将祭孔大典升格为大祀，与
祭天，祭地，祭先祖并重。

到了近代，祭孔大典也随之
发了适应性的调整、变化。比如
民国以后，政府祭孔改变了旧的
规程，祭孔由半夜起祭改为早晨
7时，政府官员多不穿古式祭服，
而穿长袍马褂，由跪拜改为行鞠
躬礼。“当然，祭孔改变的不仅仅
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涵。传统
祭孔是尊师崇文，民间祭孔为歌
颂孔子功德，现代公祭则有纪
念、缅怀的成分，更加关注儒家
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张波说，
现代公祭仪式内容在传承传统
祭孔礼制的基础上，随着人们对
孔子思想认知的程度而转换，变
得更加鲜活。仪式内容及形式也
绝不陈腐拒变，力求与时俱进。
通过举办祭孔大典，寻求主办者
和参祭人员与孔子心灵的相通，
用孔子智慧化解现实难题，用儒
家思想指导人类社会的现在和
未来。

文旅振兴
开启新时代祭孔模式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祭孔
大典作为济宁走向世界，世界了
解中国的重要平台，缘起何时
呢？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曲阜，经济、文
化方兴未艾。纪念先哲、扩大开
放、发展旅游、振兴曲阜成为群
众们的呼声。

1984年8月下旬，孔子诞辰
故里游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均获
得批准，孔子故里双喜临门。首
届“孔子诞辰故里游”更是在国
内外产生轰动效应，随后每年开
展，并于1989年正式改名为“中
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以下
简称孔子文化节)”，并举行孔子
诞辰纪念活动。自此，孔子文化

节在曲阜年年举办，每逢9月28
日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祭孔典
礼渐成定制。2004年，首次举办
了政府主持的祭孔大典，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
次官方公祭孔子的突破。而后几
年，又接连举办了全球联合祭
孔、海峡两岸祭孔、全球云祭孔
等多种形式的祭孔大典，使其国
际性越来越强，影响力持续扩
大。时至今日，祭孔大典更是在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不断完善提升，不仅形成了由启
动、开城、开庙、启户和公祭仪式
(乐舞告祭、敬献花篮、恭读祭
文、行鞠躬礼)等仪程组成的新
时代祭孔模式，成为全球最主要
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活动之一，同时更与时偕行，
创新开展全球“云祭孔”，上线云
祭孔平台，让亿万中华儿女共祭
先师孔子成为可能，赋予祭孔大
典更多科技元素和时代特征。

现在，祭孔大典已不仅仅是
一场简单的仪式，而是中国文化
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祭孔
大典这一古老的仪式已经完成
了与当代社会的接轨，不仅成为
全球最主要的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唯
一经过历代祭祀礼制更迭不断
并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文化
瑰宝。”张波说。

文化传承
守正创新又任重道远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感染力
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
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
和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

近年来，济宁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围绕

“四个讲清楚”和“两创”，在深入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时
代价值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研究阐发、保护传承、

交流互鉴、融入社会、推广普及，
积极打造“两创”先行示范区和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高地。而
集“乐、颂、舞”为一体的祭孔大
典，更是有着“闻乐知德、观舞澄
心、识礼明仁、礼正乐垂、中和位
育”之谓。为将这一文化瑰宝更
好地走向世界，近年来，济宁市
文化传承发展中心、中国孔子网
对祭孔大典的传播形式进行革
新。2020年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
中心等单位首次实现全球云祭
孔，开设2020全球“云祭孔”网络
直播”专题页面，有曲阜孔庙、长
春文庙、岳麓书院、日本闲谷学
校、韩国成均馆等40多家海内外
孔庙、文庙、儒学机构，以及100
多家孔子学堂共同参与直播活
动。

2021年，济宁市文化传承发
展中心推出辛丑年公祭孔子大
典云平台，让网友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拿起手机随时随地即
可为孔子献花、上香、敬酒、鞠
躬，其平台放送的纪录片《金声
玉振》等视频等，还可使参与者
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公祭孔子大
典庄严肃穆的现场氛围和博大
精深的文化内涵。

值得期待的是，以“仁礼天
下 和合大同”为主题的壬寅年
公祭孔子大典，活动将联合海内
外孔庙、文庙和儒学机构，举办
2022全球“云祭孔”，设计首次元
宇宙新闻发布会、首次“沿着黄
河看文庙”、升级云祭孔平台、开
展“我心中的孔子”短视频征集
等活动，让亿万中华儿女云祭先
师孔子，赋予祭孔大典更多科技
元素和时代特征。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守正
创新又任重道远。我们唯有坚守
初心、永葆恒心、牢记使命，优秀
传统文化方能历久弥新。”张波
表示。

舞生步履稳健。

舞生目光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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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祭孔孔大大典典，，与与华华夏夏民民族族而而言言，，是是缅缅怀怀至至圣圣先先师师、、弘弘扬扬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增增强强民民族族自自信信、、推推动动文文明明进进步步
的的有有效效途途径径和和方方式式。。历历经经22000000余余年年，，从从家家祭祭、、官官祭祭到到公公祭祭再再到到云云祭祭，，祭祭孔孔大大典典历历久久弥弥新新，，经经过过历历代代传传承承
者者们们的的守守正正、、传传承承、、提提升升，，正正发发生生着着适适应应性性调调整整和和变变化化，，逐逐渐渐褪褪去去崇崇拜拜色色彩彩，，渐渐渐渐回回归归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
本本质质，，在在明明明明德德，，在在亲亲民民，，在在止止于于至至善善。。

壬寅年公祭孔子大典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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