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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研究院甘当文化“两创”落地的探路者

日用即道，文化融入生活方生根
记者 孔媛媛 张清直 房体朔 通讯员 王川

济济邹鲁，礼义唯恭，孔孟之道生生不息，两千多年来浸润着中
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以下简称孟子研
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带领团队创新实践，围绕“四个
讲清楚”“两个结合”等重大论断，深入挖掘整理以儒家文化为重点的
传统文化典籍，推进孔子及孟子思想学说研究；深入推进“八个融
入”，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普及落地方面先行先试，当好优秀传
统文化“两创”的探路者、先行者。

孟学落地应用

多个成果开花

3月1日，静谧的孟子研究院
文气正浓。初见陈晓霞，她优雅
知性、温文尔雅的气质，与邹鲁
文化中所蕴含的尊礼重道的精
神品质颇为契合。

陈晓霞从济宁市旅游局副
局长到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再到
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实
现从一个文旅领域的专家型领
导干部到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型领导干部的转变。

任职孟子研究院后，陈晓霞
带领团队围绕“孟学研究与应
用”主线，把握“以学立业、致力
学术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知行
合一、实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有重大贡献”两大定位，
推动孟学研究的落地与应用。

“搞研究应该以应用为目
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应该听得
懂、用得上。”陈晓霞说，围绕“学
术研究、普及应用”两大核心任
务，孟子研究院致力于推进研究
成果成功转化，竭心尽力服务社
会生活。

孟学研究的落地与应用率
先在地方政府的决策服务类领
域“开花”。2019年1月19日，山东
省社科规划办公布全省2019年
度社科规划项目，陈晓霞主持申
报的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
社会道德风尚研究》被列为决策
服务类重点项目，2022年荣获济
宁市第三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

“为了做好课题研究，我带领
课题组成员深入乡村社区、走进
乡镇企业、进入中小学校，通过走
访、召开座谈会、参与活动等多种
方式展开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
的一手资料。”陈晓霞坦言，在对
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研究的基础
上，针对乡村社会道德风尚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设立多个专项研
究课题，在对新文献资料进行梳
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本课题独
有的研究思路、方法与成果。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手段，而
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及先导。陈晓霞带领
团队对加快乡村文化建设从搞
好乡村文化创意设计、加大建设
文明乡村力度、促进乡村文化传
承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推进乡
村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孟子研究
院的研究成果申请《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视阈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体系构建研究》等省社科规划
项目，社科研究和智库成果专报

《以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获省委主要领导签批。

孟子研究院还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与当今社会生活的深度
融合，挖掘孟子思想的现代价
值，举办“孟子思想与干部政德
修养”系列讲座、“学孟母教子
做幸福家长”家长教育专题研讨
会、孟子研究创新发展与社会治
理研讨会等，为公共事务提供智
库服务和学术支持。

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
脉和根基，也是亿万百姓的精神
家园。陈晓霞介绍，孟子研究院
持续深化孟学学术研究，申报国
家、省级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课
题，推进儒学研究高地建设。
2022年12月，中山大学哲学系联
合孟子研究院申报的《新编孟子
正义》课题项目，荣获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该项目由中
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孟子研究院
特聘专家杨海文担任首席专家，
旨在实现《孟子》全部260个单章
的深度解读与综合研究，推动孟
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持续发展。
孟子研究院还启动《二十世纪孟
子全书》编纂项目。计划汇集涉
及孟子的著作、论文、札记、楹
联、诗词、题词等资料，按照历史
发展脉络，编纂一套涉及二十世
纪孟子相关资料范围最广、内容
最全的集成丛书，为打造孟子文
献资料收藏中心奠定基础。

此前，孟子研究院的孟学学
术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22
年年底，孟子研究院重点项目

《孟子文献集成》已出版240册。
该项目是对孟子传世文献的首
次集中汇编和整理，为儒学史、
孟学史等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
成为儒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
成果，具有填补中国传统文化研
究空白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
该文献是迄今为止《孟子》选本
最为权威、最为全面的集成类丛
书。同时，还先后编纂出版《〈四
书〉解读》合集、《〈孟子〉七篇解
读》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
果，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孟子研究院通过开展课题
研究，有效提高院科研能力。陈
晓霞主持的教育部国际中文教
育重点创新课题《孔子学院总部
体验基地文化交流探索与实践》
顺利结项，并带领院科研人员完
成省市课题11项。同时注重科研
成果的传播普及，《从仁爱到仁
政的孟子》被山东省委组织部评
为“全省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
课程”。

百姓日用即道

文化融入生活

“百姓日用即道”，生活是文
化的源头活水，而文化也应以融
入生活为最终归宿。孟子研究院
聚力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新高地，探索出一条将研究成果
应用于百姓生活的路径，解决了
儒学落地生根难的问题，实现儒
学研究的“经世致用”。

《四书》解读系列活动，是孟
子研究院走出大学课堂、走到百
姓身边，面对面宣讲儒家经典的
有益实践，由清华大学国学院院
长陈来领衔，联合王志民、王中
江、李存山、梁涛等儒学大家，通
过深入挖掘《四书》及儒家思想
内涵和当代价值，用儒家的智慧
引导人们修身处世。2017年8月，
孟子研究院成立“学孟子·行善
举”志愿者艺术团。6年来，艺术
团多次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以
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孟子思想，
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2022年12
月2日，“孟子讲堂”“孟母大讲
堂”落户山东圣尼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这是孟子研究院深刻把握

“两个结合”，深入推进文化“两
创”，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体现，是扎根邹城、服务邹鲁
的夯实之举，是推进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的创新之举。

3月2日，孟子研究院孟母大
讲堂应邀走进兖矿集团三十七
处，开展女性职工健康知识讲
座。3月10日，孟子研究院联合中
共邹城市委党校、邹城市干部政
德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礼乐邹
鲁 诵读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活
动。编教材、送图书、设讲座……
孟子研究院稳中有序地开展着

“六进”活动。依托“孟子大讲堂”
“孟母大讲堂”、传统文化“六进”
等平台，聚焦乡村、社区、学校、

机关、企业、家庭等六大群体，聚
焦儒家经典解读和传统文化宣
传普及开展系统讲座活动，培育
推出孟院系列特色课程。陈晓霞
介绍，去年孟子研究院连续举办

“孟子大讲堂”之《孟子》通讲公
益讲座19讲、孟母大讲堂暨家长
课堂10余讲，同时深入开展孟子
大讲堂、孟母大讲堂、家长教育
学校等传统文化“六进”活动20
余场，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传播孟子思想、儒家文化。

文化融入生活，儒学才能落
地生根。孟子研究院将加快推进
儒学普及推广高地上建设。“儒学
的普及推广关键在落地。”陈晓霞
表示，孟子研究院将继续完善“孟
子公开课”“孟母大讲堂”等平台，
助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依托尼
山世界儒学中心人才和平台优
势，发挥属地文化智库功能，以孟
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活动为
依托，争取搭建全国家庭教育研
究交流平台，开展母教文化系列
讲座，打响母教品牌。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基地，开展好传统文化“六进”活
动。组织文化志愿者到乡村、社
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通
过寓教于乐的形式移风易俗，帮
助市民提升道德修养，建设美好
精神家园。倡导建立美德健康新
生活方式，联合文旅部门推出饮
食起居、礼仪文化、音乐服饰等
特色文创产品，让儒家文化走入
寻常百姓家中。

儒学历久弥新

青年挺身担当

儒学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既包含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

“内圣外王”之道，又蕴含着在当
今多元文化之下，人类处境改善
和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
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思想支柱之一。
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

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
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
可以开掘井泉的”。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青年人迎难而
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孟子
研究院在推进儒学国际交流传
播高地建设中尤为重视青年儒
学人才储备，并推动“国际青年
儒学论坛”品牌化。

孟子研究院通过搭建院内
学术交流平台，以学术讲座、线
上读书会、设立并申报专项课
题、撰写学术论文等形式，提升
在院科研人员的学术科研能力。
2022年推荐两名专技人员参与
高级职称评定，8名专技人员聘
任相应的职称，组建了一支年
轻、团结的科研队伍。在完成“准
博士培养计划”后实施“博士培
养计划”，支持青年人才读博深
造，目前有三名专技人员在山东
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2022年8月15日至16日，“儒
家人文思想暨第三届国际青年
儒学论坛”在邹城开幕。山东省
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特
聘资深教授、孟子研究院原特聘
院长王志民表示，国际青年儒学
论坛放眼未来，为国内外青年儒
学研究者搭建学术平台，凝聚力
量，奖掖先进、鼓励创新。

此外还举办“孟子思想及其
在历代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等系
列活动。陈晓霞表示，孟子研究
院将在推动人文交流传播上谋
新篇走在前。今后继续推动“国
际青年儒学论坛”品牌化，制定
论坛中长期规划，原则每两年举
办一届“国际青年儒学论坛”活
动，创新论坛举办模式，丰富活
动内容，评选一批高质量儒学及
孟学研究成果，表彰孟子研究领
域的突出贡献者，形成广泛的社
会效应。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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