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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全
国政协委员，孔
子研究院院长，
尼山世界儒学中
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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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铺染了中国人的生

命底色。
■公众应当像尊重孔子与中国文化那样尊重教师，形成尊师重道的

社会风尚；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像孔子那样求道明道、传道弘道。
■国家民族的强盛一定是文化的兴盛，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正是几

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
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
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
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
途径”。

“ 十 四 五 ”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
提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作为孔子研究院院
长，这些年，杨朝明始终
觉得身上有一种使命感：
滋养中国文化情怀，培养
中国文化传人。薪火相
传，汇成磅礴之力。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一则新闻引起社会关注：53
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将
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
力。”杨朝明告诉记者，早在
2010年 9月，第三届世界儒
学大会在山东曲阜举办，当时
与会的专家们便提出，希望将
孔子的诞辰日，也就是每年的
9 月 28 日，设定为“尊师
日”。“十多年来，这样的呼声
越来越高。”杨朝明表示。

儒学，铺染了中国人

的生命底色

两鬓斑白、一身中式打扮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杨朝
明，言谈举止之间，颇有温润
的儒者之风。

“我出生在山东的农村，
典型的传统家庭。”杨朝明告
诉记者，他的祖辈和父辈在村
里算得上是读书人，家族文化
观念很浓厚。乡邻们对读书人
总是高看一眼，圣贤们的教
诲，在代际之间口耳相传。家
乡的风气和价值观，耳濡目染
地熏陶了杨朝明的心灵。

1981年，杨朝明考上曲
阜师范大学。曲阜是孔子故
里，处处有孔子的印记：孔
府、孔庙、孔林，文化的承载
深深吸引了他，从此，杨朝明
走向了孔子和儒学的研究
之路。

“20 世纪 50 年代建校初
期，曲阜师范学院就成立了孔
子研究小组。1979年，学校
还建立了孔子研究所。”杨朝
明说，在他入校后，不时能赶
上孔子学术讨论会，学术氛围
十分浓厚。

若干年后，从华中师范大
学和中国社科院学成归来的杨
朝明，回到曲阜师范大学任
教，先后担任了孔子研究所所
长、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
兼首席专家。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铺染了
中国人的生命底色。”杨朝明
心目中的孔子，是教育家，是
中华圣哲的最杰出代表，更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
文化图腾。他对
教师这个职业心
存敬畏。

“任何一个重要的节日都
应该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承
载，尤其像中国教师节这样的
重要节日。”杨朝明认为，改
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是由
孔子的地位所决定的。公众应
当像尊重孔子与中国文化那样
尊重教师，形成尊师重道的社
会风尚；另一方面，教师应该
像孔子那样求道明道、传道
弘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教育强国。接下
来的 15 年，对于杨朝明来
说，想象空间巨大。

在杨朝明看来，文化强国
建设不能离开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扬与继承。“教师节是一
个很好的载体，有助于我们树
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他
表示。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足够了解自己吗？”

当今，中华传统文化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儒学的重
要价值，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
清晰，“我们应拂去孔子身上
的历史尘埃。”杨朝明说。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我们一度认为，传统文化给
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
影响。然而，亚洲一些地区
非常推崇儒学，为什么不会
阻碍他们的发展呢？”杨朝明
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
象，是因为我们对于孔子儒
学了解太少，对传统文化尊
重不够，才会一度否定自己
的优秀文化。

2002 年 ， 杨 朝 明 去 日
本 参 加 一 个 儒 学 研 讨 会 ，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发
现，儒学在当代日本社会
影响深远。日本企业家提
出“论语+算盘”，《论语》
是伦理和道德的代表，算
盘 则 象 征 精 打 细 算 ， 可
见 ， 其 理 念 渗 透 在 管 理 、
经商等众多领域。

“儒家实际上并不复杂，
儒家就是培养社会的精英，让
这些精英来引领社会。”杨朝
明表示，只有让光明的德性作
为引导，社会才有可能达到
至善。

“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不生
仲尼，万古如长夜”，在杨朝明
看来，西方社会的精英之士也认
识到了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

“一位英国作家曾说，因为有了
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
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加和睦、更加
和谐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对
于全世界来说，在经历了近代以
来的曲折之后，面对层出不穷的
社会问题，人们希望从孔子的智
慧中寻求答案。

2019年 8月 25日，由教育
部、山东省共同建设的全球儒学
研究传播实体平台——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在孔子诞生地曲阜正式
成立，杨朝明任副主任。“西方
真正了解中国的人相对来说太少
了，所以我们要搞文明对话，让
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他看来，
在世界儒学传播中，中国理所当
然要处于主动地位，要引领儒学
发展的方向。

“西方人不够了解中国，可
是我们中国人足够了解自己
吗？”杨朝明认为，要传播儒
学，首先要“正本清源”，在学
术上不断登峰，不断研究儒学的
内涵和特色，理清它与社会的深
层次关系，才能让儒学真正落
地，让我们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它
的作用。未来15年里，这是他
的工作重心之一。

“道不远人”，传统文化

不是空洞的说教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参观
孔子研究院时，他饶有兴趣地翻
看桌上摆放的展示研究院研究成
果的书籍和刊物，看到院长杨朝
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论
语诠解》两本书时，习近平总书
记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
要仔细看看。”一席话，让这两
部书“一夜畅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

这些年，杨朝明始终有一种
使命感，滋养中国文化情怀，培
养中国文化传人，希望以自己的
点滴行动，推动儒学在当代社会

“生根发芽”。
“十四五”规划提出，让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
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
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民族的强盛一定是文
化的兴盛，中华民族的立足点，
正是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传统文
化。”杨朝明理解的传统文化，
不是空洞的理论和说教，正如
《论语》中所说，道不远人，文
化一定是要落到实处的。

有一次，杨朝明赴南美交
流，见到一位老华侨。老华侨
说，希望能把孩子送回中国学
习，但不知道去哪儿才能学到真
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杨朝明感
慨，对于有心者而言，学习交流
的平台仍然太少。“我们在全世界
都有孔子学院，然而，院长和老
师们了解孔子吗？我们身上能不
能承载这个‘道’？怎样让它落
地？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需要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他
认为，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
面，任务仍然艰巨。

“全民网红教师，文化圈‘一
哥’”，在一些社交媒体中，不乏
对孔子的各种解读甚至调侃。在
杨朝明看来，孔子的形象并非严
肃刻板，但也绝非所谓的“大众
偶像”。“孔子的思想非常深邃，
在他生活的时代，他也不是所谓
红极一时的话题人物。戏说孔
子，恰恰说明我们在文化上的浮
躁，忽略了思想的深度。”杨朝
明说。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杨朝
明减少了线下活动，却意外地
在线上发现了更广阔的天地。

“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作
为 去 年 国 家 博 物 馆 的 大 展 之
一，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系统
展示孔子思想形成、发展以及
传承的历史。杨朝明在国家博
物馆隔空向观众们作了一场大
型演讲，央视网、抖音都进行
了直播，当天进直播间观看演
讲的就有十几万人。这种线上
的讲座，他一共作了几十场。
去年，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委员
读书活动中，杨朝明导读 《论
语》 也 获 得 了 委 员 们 的 热 烈
反响。

“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文化如何回归，让人们
了解传统文化，树立对传统文化
的自信。”杨朝明表示，过去的一
年非常充实而有意义。

光阴流转，对于杨朝明来
说，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节点，
他 研 究 孔 子 的 学 说 已 整 整 40
年。如今，他已到花甲之年，遥
想 15 年后，有太多等待实施的
计划。

“孔子作为为中华民族圣者，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怎样把
他呈现出来，非常有难度。”杨朝
明说，接下来，他要将长期的思
考和研究化为文字，著书立说。

40 年前，杨朝明从一个闭
塞 的 小 山 村 走 出 来 ， 读 圣 贤
书，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
价值。如今，他依然在路上，
步履稳健。

令杨朝明欣慰的是，他的理
想后继有人：儿子一心向学，成
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博士
后，儿媳妇学的也是中文专业。
家里头好几个晚辈都专攻文史，
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文化的传
承生生不息。

让“道”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朱 婷

“我4年前开始带两个宝贝读经典，如今孩子们长大
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家住吉林的启思，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大女儿培航今年10岁，二女儿培安今年6岁。

2017年5月，她开始陪同孩子们诵读学习经典，从《论
语》《孟子》，到《弟子规》《易经》等。这些古代先贤的智慧，
浸润着孩子们的心灵，也潜移默化地涵养着家风。

大女儿培航读经典的时候6岁，正在上学前班。一开
始跟着音频诵读，几天之后，就不需要跟音频了，十几页的
文言文，可以自己诵读。“孩子特别喜欢这种轻松愉悦的诵
读方法，学习计划告一段落时，她告诉我，‘妈妈，我还没读
够，我还想读’。这就是圣贤书的魅力吧。”

读了3个多月的时候，启思发现，孩子的记忆力增强
了，能大段背诵经典，识字量也得到了快速提升。有了国学
基础，培航上一年级的时候，在学校的所有功课都能轻松完
成，“每次老师要求她们背诵的古诗和课文，她在学校就已
经背下来了。”

因为识字量高，培航特别有自信，越来越爱读书。读完
经典就去找故事书，读了之后给家人讲故事，最多的时候一
次讲了8个故事。看着培航从一个胆小内向的孩子，通过
学习变得自信阳光，启思十分欣慰。

二女儿培安的经典启蒙之路更早。“她是从两岁零4个
月开始听经典，2个月后，她就能一句一句地领着我读。”启
思说，培安3岁多的时候，还常常自编自唱，曲调自己拿捏，
歌词用经典来唱，特别有意思。不到4周岁的时候，她就可
以背诵522个字的《朱子治家格言》。

在日复一日的读经训练下，孩子们的专注力大大提
升。“早上我在厨房做饭，大宝在客厅看书，二宝在房间里听
经典音频，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彼此都不会受影响。”前些
天，孩子们的奶奶用手机看一些娱乐节目的时候，声音特别
大，但是两个孩子就坐在旁边，乐滋滋地读书，精神全都贯
注在书里，不受任何干扰。

“读经典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立志，对自己的人生不
迷茫。”启思仍然记得，大女儿培航读完《易经》上部的
时候，还不到7周岁。有一天早上，培航忽然说，长大之
后有几个愿望：要像老师那样，把智慧传递给学生；要帮
助那些痛苦的人，通过学习走向幸福；要当一名医生，给
别人解除病痛。

在启思看来，这些都是自己平时在带领孩子诵读经典
和聊天交流的过程中传递的价值观。“通过诵读经典，孩子
早早明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才能体现自己
的价值，才能有利于社会。”启思表示。

“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习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把
传统文化学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一分
力！”启思憧憬中的2035年，两个女儿正当二十出头的青春
年华，她们的人生，充满无限可能。

经典声声伴成长
本报记者 朱 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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