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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7日，近年儒学研究

十大热点报告，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文史哲》编辑部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
会开幕式上联合发布。该项报告由王学典、
李梅、邹晓东等教授学者执笔。

据介绍，中国和平崛起，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也正大规模地朝着本土化转向。从
官方到民间，儒学以各种形式“热”遍中国
大地。国际儒学研究亦呈现出诸多新气象，
“儒耶对话”、“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
风起云涌，儒家哲学与古典研究中的一些
“短板”开始得到重视，各种文化深耕工作
正陆续启动。总之，近年的儒学研究正发生
深刻变动，显示出一系列新特点，值得及时
予以归纳与概括。

一、儒学文化价值得到肯定
习近平2013年11月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

的讲话，以及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讲话，引起学
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些讲话着重从儒
学资源出发，阐述对当代中国及世界问题的
认识。

中国已经走出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和
平崛起的历史任务，内在地要求主流意识形
态向更具包容性与建设性的方向演进。以儒
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
国的世道人心，可以看作重塑精神世界与道
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儒学复兴在民间与学
界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正统学者则对此深感
忧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遂引起空前
关注。

二、陆台新儒家之争：不同进路的儒学
研究如何共处？

2015年初，彭湃新闻网发布题为“我不
认同‘大陆新儒家’”的台湾儒家李明辉专
访，矛头直指大陆正在出现的“政治儒
学”，特别是“公羊派儒学”，认为其在学
理上站不住脚。但因标题指向全体“大陆新
儒家”，网帖一出，舆论哗然。大陆学者干
春松、白彤东、陈明等迅速回应，反唇相讥
港台新儒学过分汲汲于现代西方民主、科
学，未必切近大陆现实。

实际上，“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
家”各具多面性。如大陆学者李存山就不认
同“政治儒学”，台湾学者林安梧则认为
“直接拥抱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儒学思
路已然陈旧。张新民教授指出，港台儒家曾
反哺大陆思想文化界，大陆新儒家与台湾新

儒家理应保有相互了解与尊重的温情敬意，
凝聚更多共识和资源重建儒家道统和学统。

三、“政治儒学”渐成气候，“新康有
为主义”浮出水面

“五四”以来，儒学和儒家长期被视为
所谓“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
的帮凶。近年来提出的儒家宪政主张，则试
图开发传统儒家限制王权的维度，一方面回
应西方宪政制度，另一方面突破新文化运动
以来形成的思想理论格局。

因晚年倡立“孔教会”而一度饱受批判
的康有为，2014年被重新界定为“返本开新”
的标志性人物，学界于是出现了一股“重回康
有为”、“新康有为主义”的思潮，“政治儒学”
渐成气候。康有为重被提出，与当代社会的信
仰缺失密不可分。而回到康有为能否解决中
国的问题，蒋庆等人基于儒学资源的政治设
计，能否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之
一，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四、未来的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儒学与
自由主义对话日趋深入

2015年，贝淡宁出版《贤能政治与中国
道路》，罗斯文出版《反对个人主义》，

《文史哲》杂志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
人文学术高端论坛，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
对话渐次展开。贤能政治与选票政治、国家干
预与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三权分
立与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思想交锋，已成为当
下国际政治思想界的重要议题。

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
想界的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西方
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在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当中，西方自由
主义咄咄逼人，而正在展开的儒学和自由主
义的对话则胜负难料，未来的人类社会到底
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
则来组织更好，目前尚难判断。

五、大批专家走出书斋，民间儒学蓬勃
发展

知行合一是儒学的生命。近年来，大批
专家走出讲堂与书斋，投身社会和民间。他
们推动的“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以
及各种形式的书院、读经班、国学班、夏令
营等，如雨后春笋。这些活动旨在重新激活
蕴藏于民间的儒学遗存，进而打造一种长幼
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
信修睦的生活形态。事实上，儒学要想摆脱
游魂状态，获得永久性生命力，成为21世纪
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必须在自己的基本原

则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融会平等追求，又高
于自由主义的更健康、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
式。

六、汤一介、庞朴等世纪学人辞世，儒
学研究的过渡时期终结

近年来，刘起釪、姚奠中、宁可、来新
夏、吴小如、方立天、田余庆等多位世纪学
人陆续辞世，特别是汤一介、庞朴的逝去，
意味着儒学研究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结结。
这批在新中国成立前便接受了系统教育的学
者，融深厚的古典学术造诣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素养于一身。他们的学术旨趣与风格路数，
介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老一代学人与
成长于新时期的当代学者之间，既前承民国
时期的学统，又后启当代儒学研究范式。在他
们离去之后，儒学研究将完全由新一代学者
所主导。随着中国的崛起，在汤一介、庞朴等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人文学术的本土化
转向，把儒学研究升华为普世性叙事，乃是
时代赋予当今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

七、中国哲学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国
际哲学学院年会则增设“中国哲学”专场

自20世纪中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翻
译出版以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
开始在密歇根、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美国
顶尖哲学系立足。然而，随着活跃于70—80
年代的老一辈中国哲学专家荣休，中国哲学
研究已经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儒学在国际
哲学界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
增长，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
引起国际学界更大规模的关注。2015年9月16
日-19日，国际哲学学院(IIP)年会在北京召
开，史无前例地增设了“中国哲学”专场。
2018年，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
召开，颇具儒家底蕴的“学以成人”命题被
选定为大会主题。这些异乎寻常的动向的出
现，无疑将促进国际同行对中国哲学特别是
儒家哲学的理解与接纳。

八、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古籍西译更新换
代，“文本批判”技术全面升级

1 5 0年前诞生的理雅各《中国经典》
(1861-1872)，至今仍是西方儒典译注的标准
版本，其中或明或暗的基督教因素则越来越
令人不安。西方哲学流派对儒学研究与中国
经典意义的“扭曲”问题，也愈发引起中国
哲学史专家关注。近年来，《论语》、《孝
经》、《中庸》新译本陆续问世，《墨
子》、《孙子兵法》等经典翻译亦推陈出

新。多数译者基于更自觉、系统的哲学考
量，试图更准确地传达中国经典不同于基督
教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特质。

在此背景下，德国知名学者瓦格纳
(RudolfG.Wagner)则在其《王弼〈老子注〉研
究》中文版序言里指出：西方的中国经典研
究与翻译，在技术上与西方古典学仍有较大
差距，国际汉学与哲学界理应在借鉴西方
“文本批判”技术的基础上，推出堪与西方
古希腊乃至圣经研究相匹配的、值得信赖的
“批判性版本”。这一倡议正在得到回应，
西方的儒典考订与编译技术开始全面升级。

九、儒家德性伦理学已具声势，角色伦
理学开始与之争锋

1 9 5 8 年 ，英 国 哲 学 家 安 斯 康
(G.E.M.Anscombe)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
文，认为伦理学应建基于“德性”概念之
上，由此促成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复兴，
并进而发展出休谟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儒家
德性伦理学等分支。目前，从德性伦理学角
度研读儒学经典，正渐渐成为国际上儒家哲
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以罗斯文、安乐哲为代表的部分儒学研
究者，则批评“德性伦理学”仍然具有“个
体主义”本位，他们提出“角色伦理学”，
尝试将儒学对家庭和人伦的重视，与社群主
义对集体和关系的强调，熔于一炉。作为自
由主义基石的“孤立个体”概念，被认为在
哲学上站不住脚，而儒学则被视为“角色伦
理学”的基础性资源。

十、儒耶在对话中融合，波士顿学派引
人瞩目

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政治影响
力，不断提振着世界各国了解以儒学为主干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对话派”著称
的美国波士顿儒学，其“北派”注重儒学与
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南派”侧重
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国本土对此有热烈
回应。近年来，中国大陆、香港等地不断推
出高级别的相关学术会议，其中，第一届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即以“儒耶对话”作为主
题，2016年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则以“儒学与伊斯兰教对话”为主题。
以杜维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着力批评宗教
上的排他主义。而一些西方基督教学者则欣
赏儒学的“多元主义”倾向，主张打造一种
“能够认可多元主义”的新的基督教神学。
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因此进入一个崭新
的历史阶段。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2日讯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

办，山东美术馆、山东画院承办的“纪念习总书记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讲话一周年系列活动·海疆边疆万里行——— 刘
宝纯写生画展”，今天在山东美术馆正式开展。这次展览
是我省纪念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一周年
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展出著名国画艺术家刘宝纯先生作
品123幅，其中118幅作品是今年的写生新作。展览为期一
个月，将于11月22日结束。

今年春天，在儿孙的陪同下，83岁的刘宝纯先生自济
南乘车出发，从连云港、舟山，经厦门游祖国宝岛台湾和
澳门，南至海南岛，折东游广西、云南，进行了历时三个
月的“海疆、边疆万里行”写生活动。返回济南后，刘宝
纯先生又用了三个月时间，创作了今天展出的100多幅作
品。这些作品生动展示了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收
获的丰硕成果，也让观众从中领略这位老艺术家描绘祖国
大好河山、点染时代新貌的高尚追求与情操。

这些作品主题立意明确，内涵深刻，形神兼备，意境
深远，人文色彩浓郁。技法上纯熟练达，又迭出新意，虚
实、粗细、藏露、收放的处理，都极有技巧，尤其善于应
变，造险破险，因势造形，又自相呼应，流畅自如，体现
了刘宝纯先生高超的艺术功底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刘宝纯先生说，自己是一位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画家，所以一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
正是这种充沛的感情凝聚贯注于笔端，才能将祖国的山水
风情描摹的意态丰满、意境高远。“现在培养年轻艺术家
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希望给年轻人带个好头，让他们
在正确的艺术道路上走下去。”

山东画院原院长王奎章说，看这个展览，感觉清气扑
面、水墨淋漓、五彩风扬，“刘宝纯先生83岁依然笔耕不
辍，把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当成一生的追求。他是山水画一
位承前启后的行者，也是新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艺
术成就受到高度评价，观众从这个展览中可以品味到这位
老艺术家的技法、境界和情怀。他还非常致力于提携后
学，更是非常令人敬佩。”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表示，一年来，我省文艺界
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
认真反思、摒弃浮躁，振奋精神、迸发活力，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关切的
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
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刘宝纯先生海疆边疆万里行写生画
展就是一个生动感人的实例。他心系祖国、情系人民，深
入生活、潜心创作，承继传统、开拓创新，这些方面都值
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

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报告发布
儒家哲学与古典研究中的一些“短板”得到重视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喜看全省文
化人才培养、文艺创作生产涌现出的累累硕
果，令人倍加鼓舞。一年来，全省文艺工作者、
艺术家、作家、评论家们在各自的工作实践
中，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新的感悟，共同的心
声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德发表示，
一定要牢记创作这个中心任务，讲好中国故
事。“现在，作家面对的诱惑与干扰太多，
我们应该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去除浮躁，静
下心来，专心致志搞创作，一心一意写作
品。力争像总书记讲的那样：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要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了解国家现状，把握国民
灵魂。创作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

品，营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
散文《你好，中国“蛟龙”》获得全国

海洋文学大赛特等奖，长篇报告文学《第四
极——— 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即将发表于

《中国作家》和《时代文学》，并被列为中国作
协重点作品，作者许晨是省作协副主席、著名
报告文学作家。他表示，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创作方法有千条万条，最根本
的一条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去年，我受
国家海洋局邀请和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委派，
跟随‘蛟龙’号前往太平洋科学考察，采访体
验，深入到深海大洋里去，经受了台风大浪的
考验和磨炼，取到了真经，尝到了甜头，写出
了这些有一定深度的作品。这是大海的营
养，这是生活的馈赠。”

在我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学征文”中，《草

民的抗战》荣获纪实文学类一等奖。作者谢维
衡说，十年积累、两年创作，才写出了这部长
达4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这本书的写作完全
是一个“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的过程，正
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
汲取营养”，才能够对抗战有独到的见解。“十
余年来，我经常到大泽山区，胶莱河畔，大沽
河边，乃至胶东各地，向那里的老八路、老民
兵、国民党抗战老兵以及经历过抗战的老人
了解他们自己的或者他们所知道的抗战人物
和故事。十几年来，我记下了上百万字的采访
笔记。为了掌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拨开一些历史的迷雾，
我阅读了上百册有关抗战的党史、文史资料、
人物传记，并且研究了晚清史、民国史、国共
合作史、抗战史等史料，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历
史有了新的认识。”

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
定要发挥好文艺批评的作用。省作协副主
席、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表示，总体上来
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虽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远远落后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存在诸多不
尽如人意之处。要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
器”，使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两个轮子一起
转动起来。“文艺批评必须在三个方面作出
切实的努力：一是要改变圈子批评、红包批
评等状况，使文艺批评真正有批评；二是要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
来开展批评，真正发挥批评褒优贬劣、激浊
扬清的作用；三是要贯彻‘双百’方针，在
推进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中发展文艺批评，
使文艺批评成为文艺繁荣的推进力量。”

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
平则表示，作为一名从事教书育人和文学研
究与评论工作的高校教师，在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中，始终告诫和勉励自己
抵制“红包评论”、“人情评论”的庸俗习气，力
避生搬硬套、空洞说教的“不及物批评”。在对
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和批评时，坚持从具体文
本出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
是地评估其思想艺术的优长和不足。”

文艺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
创作方法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0月19日，沂南县双语红军小学，七旬沂蒙民间剪纸艺人张芳春在教小学生学剪纸。自2010年起，该校开设“沂蒙文化课堂”，邀请剪

纸、黑陶等民间非遗艺人到学校执教，传承沂蒙传统文化。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6日，一场华丽展现

韩国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文化演出在济南
上演。动感十足、活力四射的超炫荧光舞为
观众带来奇幻的视觉感受，一曲伴随着韩国
美景变幻的韩国民谣《美丽的国家》让观众
去领略韩国的风土人情。

据了解，在韩中自贸协定即将生效之
际，为配合韩国与山东省之间正在进行的多
种经济合作项目，大韩民国驻青岛总领事馆
将10月第三个周设为山东韩国文化周，其间
将举办华丽展现韩国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的文化演出活动。

本次演出，总领事馆邀请了韩国极具人
气的国乐街舞团体“S—FLAVA”和跨界音
乐国乐演奏团体“谐和”。“S—FLAVA”
舞蹈团体将韩国传统国乐与街舞、四物表
演、跆拳道等多种动作融为一体，为观众带
来了穿越传统与现代的华丽之舞。《功夫熊
猫》、《B-boy》等现代舞蹈让观众感受到
了“韩流”的前卫，一曲盛行的《江南
Style》、欢乐的《小苹果》又将全场气氛推
向高潮。《来自星星的你》、《大长今》等
流行于中国的韩剧主题曲让现场观众兴奋不
已，《甜蜜蜜》、《茉莉花》等中国歌曲让
观众不自觉地和着节奏鼓掌、哼唱。

本次山东韩国文化周文艺演出在青岛和
山东上演。此外，还将举办“韩国语汉语演
讲比赛”等活动，以此增进韩中两国人民的
相互理解和友谊。

韩国风情舞动山东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李东乾 报道

10月16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前宋村养老服务中心，
志愿者带领老人伴着《四德歌》学跳舞。随着高龄老人、
空巢老人的不断增多，家门口的养老模式逐渐成为新主
流。利津县不仅重视提高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注重
他们的精神生活。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给老人进行文艺演
出，帮老人排演节目。

跟我学跳四德舞

纪念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讲话一周年系列活动

刘宝纯写生画展展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10月21日，重阳节当天，山东省文化厅组织文化学

者、山东大学教授张志甫，山东文博书画院研究会会长王
辉亮，书法家刘宁、寇立乾，联合郓城县文化馆，来到省
文化厅“第一书记”帮包村——— 郓城县黄集村，为村里老
人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
大餐。图为艺术家们向黄集村村民赠送书画作品。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中国中铁十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山东网承办的“美德山东”山东省
网络书画展，10月20日至10月25日在山东博物馆开幕，共
展出绘画类、书法类获奖作品194幅，并特邀部分名家作
品参展。

据介绍，“美德山东”山东省网络书画展已成功举办
两届，书画展运用书法、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积极发挥
互联网传播平台的作用，深入挖掘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时代价值。

“美德山东”

网络书画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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