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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孔子故里曲阜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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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向阳

中医具有世界影响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物研究院副
院长杜冠华教
授讲到了“一带
一路”上的医药
交流。他认为，
中医药是“一带
一路”中的重要
内容，不仅是文
化，更是一种技
术和健康理念
的传播。

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
中医药大学教
授 田 金 洲 认
为，在人类的
文明古国中，
唯有中医药伴
随中华文明保
持了完整的体
系，是当今世
界最完整的从
未断裂的传统
医学，可谓世
界传统医学典
范。

中医精髓源于儒学

国医大师、原山东省政协
副主席、山东中医药大学原校
长王新陆教授说，大约公元前
500年，也就是世界文化的轴
心期，世界上涌出了一批伟大
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一直延
续到现在。

王新陆认为，“儒家思想
的精髓就是中医学思考生命
的本质、认知生命的存在方式，
所以我们说医生都是儒医。中
医治疗疾病的精髓，源于儒学。
同时，又和儒学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呈现出互化、互生的互动
关系。”

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
学原副校长王庆国认为，中医
发展了几千年，一直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存在。进入现代社会，很多学
科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影响，而
中医学相对于其他各个学科，
更好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诸般要素。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姚
春鹏认为，儒学和医学的关
系，不是外在关系，是内在
关系。所谓的内在关系，就
是指儒学不只是对中医药
发生一些局部的、外在的影
响，而是指儒学的基本观念
已经成为中医药建立和发
展的基础。换句话说，儒家
的哲学世界观、价值观、方
法论，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
的重要支撑。

文/片 记者 孔茜 张清直

9月28日上午，壬寅年公祭
孔子大典在曲阜孔庙隆重举行，
共同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
2573周年。今年的祭孔大典采取
现场活动和网络直播相结合、现
场祭孔与全球孔庙云祭孔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其中，数百名嘉
宾亲临孔庙，参与本次线下祭孔
大典。

上午9时，当嘉宾在志愿者
的引领下，沿着神道路缓步前行
时，来自济宁学院音乐学院与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的学
生们已肃穆立于万仞宫墙前，他
们身姿挺拔、双手作揖，一起表
演大型主题歌舞《和合大同》。

表演结束后，伴随着九声钟
响，覆盖于宫墙上的高清大屏幕
与城门缓缓打开，庄严肃穆之感
油然而生。庄重肃穆的音乐渐
起，参祭人员穿过城门，依次经
过金声玉振坊、泮水桥、棂星门、
太和元气坊，行至圣时门前。

伴随着浓厚而悠扬的声音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
王，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追思圣贤，
祭拜先师。现在开庙——— ”圣时门
徐徐打开，六名古装仪仗礼生打
灯、提炉、托盘带领来宾进入圣时
门，依次通过璧水桥、弘道门、大
中门、同文门、奎文阁，行至大成
门前参加启户仪式。乐生击鼓撞
钟，预示天地人和、政通人和。大
成门、金声门、玉振门同时打开，
来宾缓步进入杏坛前，壬寅年公
祭孔子大典正式开始。

本次大典由山东省委副书
记、省长周乃翔恭读祭文,副省
长孙继业主持公祭仪式。而在为
至圣先师敬献花篮时，既有抗疫
先进模范、优秀教师，又有道德
模范等时代人物。

当现场“壬寅年公祭孔子大
典礼成”的话音落下，公祭仪式现
场、孔庙内外、万仞宫墙上响起朗
朗诵读声，通过现场与多点直播
连线的方式，让声音响彻四方。

“今年我们分别在孔庙、尼

山圣境、鲁源新村、孔子博物馆、
孔子研究院、武家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设置6个诵读方阵，把
符合当下精神的创新元素融入
其中。”壬寅年公祭孔子大典总
策划周长征介绍，诵读环节的改
变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仪式感，让
更多的人参与进庄严肃穆的祭
孔大典中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据了解，壬寅年公祭孔子大
典，以“仁礼天下 和合大同”为

主题，全面提升环境氛围、视觉
系统、服装设计、音乐编排，实现

“礼”贯穿全程，“乐”贯穿全线。
同时，活动联合海内外孔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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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褚思雨

祭孔两千年
不断创新发展

“公祭孔子大典是对孔子以
及儒家圣贤表达尊崇和礼敬的
纪念活动。两千多年以来，祭孔
大典延续不断且规格不断提升，
具有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当日上午，在曲阜孔庙诗礼堂，
杨朝明教授面向直播镜头，侃侃
而谈。在他看来，孔子不仅是中
华文化的象征，孔子思想也早已
超越国界，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
等很多地区，形成了举世闻名的
儒家文化圈，成为人类四大文化
圈之一，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
贡献。

青翠葱茏的古树下，参祭嘉
宾在礼生引领下，沿神道路缓缓
行至万仞宫墙。杨朝明说，中国
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孔
子一生崇礼，礼乐是孔子学说、
儒家文化的精神要义。因此，了
解中国文化，应从孔子开始；了
解孔子智慧，应从曲阜孔庙开
始。“孔庙就是祭祀孔子及先贤先
儒的礼制性祠庙，在全球诸多的
孔庙中，曲阜孔庙是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孔子祭祀场
所。除了曲阜孔庙，国内著名孔庙
还有北京的国子监孔庙、南京的
夫子庙等。”如今随着历史上儒学
的对外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全球
的孔庙有2000多座。这足以反映
孔子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的
崇高地位。

祭孔大典两千多年赓续不
绝，如今更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在传承中不断完善提

升，形成了由开城、开户、开庙、乐
舞告祭、敬献花篮、恭读祭文、行
鞠躬礼等组成的祭祀仪程，并成
为全球最主要的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万仞
宫墙前，精心编创的主题歌舞表
演《和合大同》响彻孔子故里。“这
首曲目中的歌词将孔子思想以通
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展
现，正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我们党
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强调和而不
同，这就是‘尚和合’；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等理
念，这就是‘求大同’。聆听《和合
大同》，能够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中
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
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

在祭孔大典中
与先贤对话

“启户——— ”9点半左右，随
着大成门缓缓打开，壬寅年祭孔
大典正式开始。

当被问及孔子的思想和儒
家文化因何能流传至今，并为全
球所敬仰时，杨朝明表示，时至
今日，孔子已经成了中华文化的
象征和符号，今人祭孔就是要体
现现代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通过祭祀这
样一种仪式，来表达后人对至圣
先师的礼敬，进而让民众更加亲
近传统，热爱文化。“就社会层面
而言，祭孔大典作为一项礼乐活
动，可以发挥教化功能，通过祭
祀礼仪表达对孔子等先哲的缅
怀之情，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敬

畏之心。从个人层面而言，孔子
是我们永恒的榜样和楷模，敬仰
孔子并不仅在于尊重孔子这个
人，而是在先贤先儒的道德教化
中不断提升自我修养。”

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高高的
月台上，舞生衣袂飘飞，祭孔乐舞
的表演把祭孔大典推向了高潮。

“八佾舞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
祭祀乐舞，是中华传统礼教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礼的最好的
诠释。祭孔采用八佾舞，一方面反
映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
更体现了后人对孔子的推崇备
至。”杨朝明说，八佾舞共分为六部
分，分别是天人合一，与时偕行，万
世师表，为政以德，九州重光，天下
大同。可以说，八佾舞从思想上表
现了德，从形式上体现了礼仪，它
不仅是一种圣德的宣扬，更是中
华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

伴随着参祭嘉宾敬献花篮的
直播镜头，杨朝明指出孔庙祭祀
的不仅是孔子，也包括历代的仁
人志士、圣贤大儒。经过漫长的发
展，孔庙的祭祀对象到了明清时
代才定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等
级五个层次。“大成殿是主位，东
西两庑是副位，共同构成了完整
的祭祀场域。其中，孔子作为主祀
是第一等级，颜子、曾子、子思、孟
子是四配以及子路、子贡、朱子等
十二哲作为配享是第二等级，而东
西两庑的先贤、先儒是第三等级，
属于从祀。”他说，孔子之道、儒家
思想，是经过孔子弟子以及历代儒
家先贤先儒的传承才得以赓续和
发扬。走进孔庙，站在这群中国历
史上最杰出的人物面前，瞻仰他
们的圣像，辨认他们的名字，就像
在与古圣先贤们对话，学习了一
部浓缩的儒家思想文化史。

9月27日下午，国内外专
家学者共100余人相聚在儒
学圣地尼山圣境，共同出席
第二届尼山世界中医药论
坛。本届论坛以“多元文明与
中医药创新”为主题，十余位
知名专家学者现场参会并发
表演讲。

穿越古今两千年 传承创新祭先贤
壬寅祭孔大典，专家现场解读祭孔活动的发展及儒家文化精髓

9月28日上午，壬寅年祭孔大典在曲阜孔庙举行。为充分展现海内外
祭孔盛况，壬寅年祭孔大典连线全球祭孔联盟各活动机构同步直播。今
年主办方特邀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杨朝明来
到祭孔大典，向观众普及祭孔礼仪规范，解读儒家文化精髓。

祭孔大典中的乐舞表演。

祭孔大典上的表演让人仿佛回到两千多年前。 记者 张清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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