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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发展
突飞猛进

这十年，给我的感
受非常深刻。这种深刻
的感受，一方面和我的
工作有关。十年之前，我
只是单纯地担任《文史
哲 》杂 志 的 主 编 ，在
2012年时，我从主编兼
任儒学高等研究院的
执行院长，对工作有了
更深入认识；另一方
面，从社会发展的节点
上来说，这十年是我们
国家思想文化事业发生
巨变的十年，是不平凡
的十年，也是文化事业
发展突飞猛进，发生深
刻变迁的十年。

2013年11月26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
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
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我个人觉得，我们
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明而自豪，这种心态
和认识，对其后社会哲
学体系学术思想的转变
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十年中，在思想
文化界发生的最重大的
变化，就是把中国“中国
化”。

学术本土化（中国
化）的实质是从根本上
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
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
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们经历了从“以现代化
（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
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
的转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
文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或主流。
这实际上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整
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
想气候均已发生深刻的变迁密切
相关。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国家

在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
新时代，整个中国思想
文化领域正在朝着本土
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学术
自我意识觉醒

这十年对中国的哲
学社会科学而言，是中
国学术自我意识、自主
意识觉醒的十年。这十
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
是整个学界开始直面
中国经验，直面中国实
践，用中国数据、中国
材料来说明中国自身所
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感觉，目前我们
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中国特色的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正在建立。
中国的学术发展已经
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
新的形象。

我们要看到，改革
开放40多年来，社会飞
速发展所积累的案例、
数据、经验等已经极为
丰富，对于西方的这种
研究已经不能回答我
们中国自己的问题。我
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必
须要为解决我们自己
的道路问题提供指导，
提供参考。

在我看来，现在中
国的文化要走出去，我
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
发展的故事、中国崛起
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历程，中华五
千年文明演变的历程，
怎样把这些故事讲好，
是我们在当前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特色的哲学
社会科学是讲好中国

故事的基础。十年来，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发生了巨
变，我认为中国主流的研究力
量应该进一步向研究中国经验
去集中，向研究中国道路去集
中，集结学术界的优质学术力
量，研究中国案例、研究中国数
据、研究中国的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
重要使命，要充分认识学术与
时代的关系，要引领风尚、凝聚
力量，真正将学问写在中国大
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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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口中的史书
积累、学习一样不能少

曲阜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和旅游胜地，也是儒家
文化的发祥地，有着丰富的文
物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
作为一名文物讲解工作者，不
仅是这个城市优秀文化的传播
者，更是展示这座城市热情好
客、文明服务、礼仪之邦的一张
名片。

1997年，我成为曲阜三孔
景区一名普通讲解员。第一位
游客的包容，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站在万仞宫墙下，我为这
名游客讲解，但在讲解过程中
感觉说话有些磕巴，整个人战
战兢兢的。当时那位游客没有
生气，激励我说：“小伙子，你
还需要多学习啊。”这时的我
才发现，拥有扎实的知识功底
何等重要。

为提高讲解水平，我不断
向专家、前辈和有讲解经验的
老师请教、查阅相关资料。有
时为了熟悉不同景点的知识
内涵，熟练地掌握讲解员的肢
体语言，只要一有时间，我就
去景区实地学习，还悄悄地跟
在别的游客后面，跟着其他讲
解员学习。一路上，把自己不
熟悉的或者不懂的内容记下
来，回家后把问题弄清楚，自
己再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熟记、
一次次地试讲。后来，我成为
文博讲解组的一员。

在我看来，讲解员不单单
是一份职业，从中获得的眼界
和学识不是其他职业可以比拟
的。有时任务多，一天要带两三
拨客人，整个三孔景区走下来，
两腿发酸，嗓子哑得说不出来
话，但我依然发现，每每为他们
讲述景区景点背后的典故时，
很多人表现得似懂非懂，甚至

有些不以为意。
也正是这种情况，我便思

考：讲解词中的每一句话、每
一个字都是我们“说在口中的
史书”，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除了扎实的知识功底，还
要将其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相结合，才能让游客在我的
讲解中了解和熟知儒家文化。

游客的需求变了
讲解词更有“温度”

2012年，传统文化慢慢地
热了起来。每逢寒暑假，游客
群体中孩子的身影越来越多。
有一次，在与一位带着孩子游
玩的游客交谈中，我有了新启
示。那位父亲告诉我，他从小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
孩子在学习时遇到一些关于
传统文化的问题，都无法回
答。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带
孩子来“三孔”能更加直观地
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
感染。

也正是这次看似寻常的对
话，我突发奇想改变了这次讲
解内容的流程，不仅把停留在
杏坛的讲解时间变长，更是把
讲解内容进行了延伸。杏坛是
为纪念孔子讲学而建，公元前
522年，孔子三十而立，开始创
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在我
国教育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
讲学活动四十多年，影响最为
深远。能让孩子设身处地地感
悟氛围是最直观的，也是最有
效果的。

事后，我便思考要在今后的
讲解过程中将传统文化与景点
文化融为一体，让讲解词更有

“温度”，使游客在情景中感受儒
家文化的魅力。像在讲解《论语》

《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家经
典时，不仅要说出来字面意思，
更要在仪容、仪表、仪态等方面
做足功课，让游客充分领会儒家
经典的本意。

从讲解员到导学
见证文化传承的变迁

2018年，我的身份又发生变
化。我从一名文物讲解工作人员

成为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基地“三
孔”现场教学导学，日常讲解的
景点变为政德教育课堂，所面对
的讲解对象从游客变成各级领
导干部，这对处于不惑之年的我
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曾经烂熟于心的讲解词不
可能再一成不变，要随着时代
精神的变化而更新。以孔庙、孔
府为例，我们设置6个教学示范
点，平均一个点的讲解时间控
制在6至7分钟左右。

与给普通游客讲解不同，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输出更多的
文化内涵，这需要把功夫下在
平时。政德作为整个社会道德
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
其融入教学之中，这让我的心
态也发生了改变。讲解词变成
了课件，内容更多的是主动适
应新形势、新变化，改变讲解技
巧将教学示范点古今结合，让
学员们在修身立德、正心明道、
清正廉洁等方面受到一些启
迪。

比如讲解“弘道门”，原来
面对游客时，我更多讲解的是：
弘道门之名始于清代，取《论语》
中“人能弘道”之意。其本意是告
诉大家每个人都应该发挥积极
的主观能动性，将道发扬光大。
如今作为导学为学员们讲解时，
我就会将其内容与当代精神相
结合，讲透“人能弘道”这句话的
当代价值，如何增强志气、骨气、
底气，才能在新征程中努力激发
新作为、做出新贡献，才能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期望。

近几年来，我们在不同教
学示范点的授课内容也发生变
化。例如，在一些现场教学基地
之中，拓片、射艺、茶艺、古琴、
活字印刷等体验课程比比皆
是，可以让学员们在亲身体验
传统技艺时感受到优秀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这也标志着我
们的讲解内容从宽度到厚度都
有了质的提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作为一名文物讲解
工作者，传播孔子思想、弘扬儒
家文化，一直是我坚定的信念。
如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曲阜、济宁
乃至全国得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同职业、不同阶层
的人群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求知
氛围越来越浓厚，一步步走来
皆是不易，这也恰恰反映出优
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未来，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接受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在感
知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同
时，能够给自身的工作、生活、
学习带来一些启迪。

孔子后裔讲孔子 想要讲好也不易
孔繁鹏：讲解词随着时代变化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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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新时代的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发展，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10月14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
典，从学术转型视角，听他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十年发展。

孔子第74代孙孔繁鹏从事文物讲解工作近三十年，从普通景点讲解员到如今的济宁干
部政德教育基地现场导学，讲解内容也从单一的历史讲解，到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延伸授
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所热爱的事业。尤其近十年来，孔繁鹏更是用亲身经历感
触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进程。

王学典在接受记者采访中。

孔繁鹏在弘道门前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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