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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孟一

“大家印象中的孔子是殿堂里正襟危坐
的儒雅形象。而实际上，孔子一生不幸，周
游列国历经千险、四处碰壁，推行仁政屡不
得志，孔子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形成
的。”传统文化学者梅庆吉5年4次重走孔子
周游列国路，用70万字的行记、数万幅图片
和背回来的水、土和石头，告诉人们一个真
实的孔子。

11月16日，曲阜孔子文化学院，在这里
担任教授的梅庆吉谈起4次周游列国，显得
兴奋。2012年，他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起初
的想法是退休后找点事做，可真正开始以
后，就感觉到其中的责任重大。退休前从事
出版工作的他发现，从汉代“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开始，直到现在，后人都没有真正
搞清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他循着当年孔子
的足迹实地考察，对历代《论语》注释著作
提出很多问题，并且有了许多新发现。

《史记》记载，孔子“宿乎屯”，是他

出走后过的第一个晚上。“屯”在什么地
方？历来颇有争议。重走过程中，梅庆吉在
阳谷县东北的安乐镇后屯村发现“孔子宿
处”碑。他敏锐地发现碑的右侧刻有三行小
字：“昔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三月而鲁
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孔子行，遂去
鲁适卫，记曰‘宿乎屯’，盖即此处……”
看了这段文字，梅庆吉非常兴奋——— 这里就
是孔子“宿乎屯”的具体地点。

在梅庆吉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展览馆的
4幅重走地图前，梅庆吉对重走历程记忆犹
新。2012年第一次重走，他在寻找孔子弟子
子夏隐居的隐堂洞时，来到山西省文水县的
子夏山，山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处采石场。车
在险要的山路行走，一颗巨石突然朝着车窗
滚下，梅庆吉和同行人瞬间感觉要没命了。
等他们回过神来，车过石落，石头和车头相
擦而过，有惊无险。同行的当地人说：“孔
圣人在保佑你们！”

前方没了路。采石场的一位小伙子说他
小时候去过山洞，并愿意带路。当时已经是

中午，他们空着肚子，没有带任何食物，望
着树林深处和地面成90度山路——— 山壁上的
手窝、脚窝，他们顿时泄了气。可看到小伙
那么热情，再想想已经走过的路，他们选择
继续走下去，十几米的山壁，他们攀了3个
多小时，终于到达隐堂洞。

下山后，梅庆吉不禁感叹孔子的伟
大——— 当年各国战乱、民不聊生，孔子及其
弟子凭着布衣、粗粮、马车，就是在如此艰
难的境况下，用14年时间四处游走、推行仁
政。他还庆幸，重走路上他们遇到许许多多
的好心人，一提孔子，大家都热情帮助。和
孔子当年处处碰壁不同，他们一路敲了上千
次门，几乎没吃过闭门羹。

“乱世批孔，和平年代尊孔。”重走过
程中，梅庆吉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有了更深
的理解。他说，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走到基
层，亲眼看到各地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并
试图通过施行仁政来解决。可当时社会动
乱，各国都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所以孔
子推行的东西让执政者感到不实用。“这就

是为什么孔子处处碰壁、不得志的原因。”
在梅庆吉看来，孔子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形成的。

“如果每人发一本书，让大家抠‘之乎
者也’，很少有人能坚持。但是要让他们循
着孔子的足迹，到一个地方学一句话，这样
想必他会终生难忘。”梅庆吉说，他打算在
摸清孔子行迹后，根据行迹开辟孔子文化旅
游带，让更多的人了解孔子，共享他重走周
游列国路的成果。

作为“跟着孔子去旅行”项目的负责
人，他正在设计曲阜7日游、济宁15日游、
山东境内21日游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孔子文化
旅游线路。他还计划从尼山到曲阜，在15公
里的沂河沿线，建设孔子生平体验园，让游
客能更加真实、全面地了解孔子。在梅庆吉
看来，将学术研究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旅游
产业，一方面能让学术研究更加可持续，另
一方面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儒学研究中去，
感受到一位真实的孔子。

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

和孔子研究院考察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

考察，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在听取大家关于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研究的情况介绍后，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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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文化特别是
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习近平指出，国无
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
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
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
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
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
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出台《关于打造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

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
2013年12月31日，济宁制订下发《关于打造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17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在全社会形
成良好思想道德风尚，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
提高；孔子文化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儒学研究传播水
平全面提升。到2020年，把济宁建设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
城市、全国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示范城市、世界儒学研究交
流中心和公民思想道德首善之区，成为独具儒家文化特
色、凝聚全球华人的文化圣地和共有精神家园。

2014年3月，济宁印发《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
之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将
全面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六进”普及工程、儒学研究传播
工程、道德提升工程、文化惠民工程、文明创建工程、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工程等7大工
程，努力建设成为道德建设模范区、文明和谐示范区、儒
家优秀文化传承区。

善行义举“四德”榜现场会

在曲阜召开
2014年4月11日，由中宣部、山东省委联合举办的推

广善行义举榜现场会在曲阜召开。山东以善行义举“四
德”榜为抓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
验由此向全国推广。

活动当天，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负责同志，先后走访了蓼河“四德”
文化公园、曲阜一中、陵城镇星家村、佳美家居、小雪街
道武家村、曲阜市游客服务中心等地，现场观摩了曲阜设
立善行义举“四德”榜的经验做法。在圣城曲阜，从农
村、社区，到学校、企业等，“四德”榜实现全覆盖。

济宁广泛开展“儒韵民风”建设、节俭养德全民行
动、弘扬优秀家风家训等系列活动，在农村和城市社区普
遍设立了善行义举“四德”榜和道德模范宣传栏，着力打
造道德文化高地。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用传统美德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2017年当年
省级文明城市测评中济宁获得全省第一名。

聘任儒学研究高端人才

2016年4月15日，儒学研究高端人才聘任仪式在曲阜
举行。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教授陈来被山东省特聘为儒学大家。另有10人被特
聘为泰山学者，11人被聘为尼山学者。

济宁出台《关于实施孔孟之乡儒学研究和传播人才专
项工程的意见》，组织实施儒学研究名家引进、中青年学
者培育、创意创业人才集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民间普
及推广人才支持等5个专项人才计划。2016年至2017年，儒
学研究高端人才总共出版学术著作16部，发表学术论文59
篇，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60余次，产生了一批影响广泛的
研究成果，儒学高端人才带动作用日渐明显。相继举办了
“孔子的世界”国际学术高峰论坛、首届国际青年儒学论
坛、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首届孟学组织联席会暨“孟子
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传播”研讨会、“心性儒学与政治儒
学”研讨会、“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
班”、“孟子《七篇》系列解读”、“翻译中国”国际会
议、“孟子思想与干部政德修养”专题讲座等重大活动，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
进行了专题报道，“《孟子》七篇解读”近期在山东教育
电视台开播，进一步强化了济宁在儒学研究传播交流中的
地位。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研讨会召开

2014年6月21日，由光明日报社和山东省委宣传部举
办，山东省文明办、山东省文化厅承办的“山东乡村儒学
现象”研讨会在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召开。来自各地的专家
学者和群众代表共聚一堂，讨论乡村儒学发展的背景、近
况和未来方向。

“乡村儒学讲堂”，2013年1月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开
讲，王殿卿、赵法生、颜炳罡等一批专家学者及讲师志愿
者深入乡村，从孝道、弟子规开始讲起，向村民讲授儒学
经典。从2013年到2017年，从1家到9200多家，从泗水到全
省各地——— 这就是乡村儒学4年来在山东遍地开花的轨
迹，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儒学现象”。专家学者深入乡村
开设儒学讲堂，让儒学走进生活、走进群众，有力推动了
乡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儒学研究和传播，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实践价值。

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正式揭牌

2014年9月28日上午，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揭牌仪
式在孔子研究院举行。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揭牌仪式，
是2014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重头戏”，也标
志着济宁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化强市首善之区取
得重大突破。

国家教育部和汉办在曲阜设立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
地，将充分发挥孔子故里、东方文化圣地的资源优势，以
服务国际汉语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题，辅之以文化培训、教材编写、感受体验、娱乐
休闲和旅游观光等功能，使之成为世界儒学研究交流中
心、国际知名的中华文化体验基地和修学度假目的地。

（资料整理：赵德鑫 尹彤 吕光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济宁实践”时间轴

用双脚进行儒学研究，将学术转化成文旅产业

梅庆吉：八万公里周游路，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

□ 本 报 记 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邵长瑞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荀子哲学思想中，‘积’字
是一个重要观点。荀子认为，要学有所成，
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积累。‘积善’要达到
了‘成德’的境界，才能改变气质，具备圣
人的思想感情……”

在济宁学院附属中学《儒家文化在附
中》系列课程中，贾计雷老师凭借自己深厚
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沉淀,对《劝学》的文言语
句、哲理情感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引导学
生认识“积善成德”的思想意义，并用经典

解读课文，激发学生在生活中修养人生，历
练品质。学生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组织教师进行国
学教育培训，推广普及传统经典文化，现在
校园学习传统文化、诵读经典的氛围很浓，
师生们参加国家级、省市级传统文化相关的
比赛，曾连续获得过一等奖，成绩十分优
秀。”该校语文教研中心主任李遵文介绍，
四书五经、戏曲、传统器乐、雕刻等兴趣小
组、主体班会和沙龙活动丰富多彩，在校
庆、毕业典礼等节庆时节，学生们都有拿得
出手的传统节目，争相而上。

济宁学院附属中李汝敏校长认为，济宁
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济宁学院附中有责

任、有义务传播中国优秀的儒家文化。儒家
文化博大精深，其间不但摇曳着智慧的光
华，而且更有着如何修身做人齐家治国之
道。

老师们结合教育教学的实际，立项进行
课题研究，用心编写了儒家文化教材，并对
教材内容选编、体例安排、拓展延伸、资料
链接等开展多次研讨，形成了烙印着附中属
性的儒家文化课程——— 《论语1 0 0则》、
《儒家文化在附中》等，且有专职教师与固
定课时。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
于术”。术与道的水乳交融，让儒家文化进
课堂有了别样的风采，让学生的学习进入到

更高的层次。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拥
有了骄人的学习成绩，也具备了优秀的品
质。

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王艺楠告诉记者，
《儒家文化在附中》是大家最喜欢的课程教
材之一，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学好，“读不明白的
地方，先自己看译文、查字典词典，再不懂
的话就去问老师，他们都讲得可好了。”

“陪孩子学习国学经典和参加传统文化
活动的过程中，我也很受启发，咱们中国悠
远绵长的精神文化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现
在我也买了一套《四书》，悉心研读，和孩
子一起学，跟孩子共同成长。”该校初中三
年级学生祝凯的父亲表示，他现在正和儿子
一起学习儒家传统文化。

“作为教师，首先是自己读、抄、学，
深入学习，将经典文化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同时树立坚定的信念，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
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继续努力，
让传统文化滋养孩子们的心田，让孩子们立
身、立心。”李遵文说。

《儒家文化在附中》成最受欢迎教材

经典有了“继承人”

□ 本报记者 孟一 王浩奇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咱们来玩一
个贴锅饼的游戏，我说一个数字，大家按这
个数自行凑成一组抱在一起，没有第一时间
找到搭档就算输喽。”11月5日，一个再普
通不过的冬日周末，在曲阜市鲁城街道周公
庙社区的乐和剧场里，正在进行一次充满趣
味的亲子互动。

随着乐和义工突然伸出的三根手指，一
屋子人乱作一团的寻找搭档，反应慢的不幸
被淘汰；伸出的手指变为两根时，孩子找父
母、父母找孩子的本能，让一对对的母子抱
在了一起。当所有人都在为顺利通关而欢欣
雀跃，一阵突如其来的哭声在大厅里传来，
而且越哭越凶。

正在抱着母亲哭的小姑娘是10岁的孟雨

涵，当被问到为什么哭泣时，她满脸泪痕的
对着母亲说，“妈妈，你已经好几年没抱过
我了。”听到这话，母亲先是一怔，然后抱
紧女儿泪如雨下。

“平时只顾着打工，很少照顾孩子的感
情，总觉得能多赚点钱就能给孩子更好的生
活，现在才知道错了，多亏乐和家园的活
动，才留住了我的女儿。”回忆起孩子平日
里一次次的小暗示和在学校略显孤僻的表
现，李祥梅追悔莫及。有时候女儿会在她下
班后叫她一起去买铅笔或者橡皮，她总是把
钱丢给奶奶让奶奶带着去，殊不知，女儿根
本不是为了要那一样两样的文具，而是想有
一些和妈妈独处的时间。

当记者11月17日再次遇到孟雨涵时，小
姑娘乐呵呵地说，“爸爸妈妈周末带我去了
青岛，这是我第一次的全家旅行。”对“陪

伴”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李祥梅开始关注
女儿每一点的生活细节：不再错过任何一次
家长会，也不再把周末全部留给工作。而这
些陪伴换来的，是女儿悄悄打开的内心，和
终于踏入学校、生活朋友圈中的勇气。

干了十几年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建营对
缤纷社区活动的现实价值感触颇深。随着近
几年儒家文化回到基层、融入百姓生活，尤
其是“乐和家园”模式在曲阜的探索和推
广，居民间的羁绊越来越深，“邻里守望是
一家”的和谐社区关系，也终于找到了重构
的关键一环。

“‘乐和家园’的基础在于‘一站’
（社会工作站）‘两会’（互助会、联席
会）的自治架构，而核心则在于开展以国学
堂、食育坊、绿色风、节气行、人生礼、小
剧场等为载体的耕、读、居、养、礼、乐

‘新六艺’活动，用传统的活动解决当代的
问题。”王正伟是乐和家园派驻周公庙社区
的义工，在他看来，城市社区最缺的是人与
人、心贴心的交流，活动让交流得以加深，
并内化为社区自治的基础。

一次“乐和亲子会”，可以让一个妈妈
懂得女儿的小心思；一次“乐和节庆宴”，
则足矣凝聚一个村的人心。从端午节全村齐
包粽子，到腊八挨家送甜粥，再到隔三差五
的老人过寿、娃娃过节……携着浓浓的文化
情怀，各种乐和活动的效果持续发酵，社区
管理也借此走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科学道路。

“现在，居民遇到点小问题、小矛盾，
都会在义工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引导下自行解
决，什么事一旦反映到我这就得算是很大的
事了。”吴建营说，“乐和家园”不仅通过
社区自治的倡导引领起全新的生活方式，更
改变了居民在处理亲子关系、邻里关系等方
面的思维，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日渐显现。

今年，“乐和家园”模式正式从曲阜全
面铺开，现正以每个街道乡镇3个社区村庄
的速度进行推广，使基层社区村庄成为优秀
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和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
展的滋养地。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赵德鑫

9月27日晚上8点下班到家之后，冲好一
杯奶茶，捧起一包薯片，26岁的张颖便把自己
放在客厅的懒人椅上，手指点击几下平板电
脑，进入爱奇艺客户端。与以往多为综艺节目
或是热播剧目不同的是，在首页出现了第34
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的画
面。点开直播，在气势恢宏的表演中，张颖深
入知晓了孔子文化节、儒家文化等概念。

与张颖做出同样选择的受众不在少数。
据统计，仅在开幕式当晚，就有数万人通过
爱奇艺移动端或电脑端渠道观看了视频直
播。而曾经登陆央视播出的《第一届国际中
学生儒学辩论大会》这一栏目，目前在爱奇
艺网站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0万。

“在开幕式直播之前，我们专门安排了
综艺频道对直播视频的排播及呈现进行提前
部署和策划。在直播过程中，爱奇艺资讯频
道首页优先推荐直播，吸引大量观众点击观
看，有效提升了活动的收视率。”据爱奇艺
影视节目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柳进宇介绍，
直播扩大了文化节开幕式的覆盖范围，促进
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孔子文化节开幕直播登上爱奇艺的首页
推荐，缘起于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与爱奇艺
公司在今年开始的战略合作。7月21日，曲
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与爱奇艺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爱奇艺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示范基地
也正式揭牌。作为爱奇艺在山东省内的首个
合作项目，该基地将通过与省内及周边地区
相关网络影视节目、动漫、网游、文学（剧
本）等制作机构及工作室开展合作，利用两
到三年时间，完成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影视制
作全产业链布局，推动济宁市文化产业发
展。

在本次合作中，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将
在爱奇艺PC端、移动端和TV端开办优秀传
统文化专栏。身为中国视频行业领先者，爱
奇艺用户群体呈现出年轻态高学历高收入等
特点，优秀传统文化专栏的开设也是该平台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创新”。

无论是《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
大会》、《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在网络
的热播，还是中央民族乐团乐队中胡首席蔡
阳在直播平台的演奏收获大量粉丝，都证明
着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具备着独特的吸引
力与影响力。

“这是一次开始，我们期待与济宁市共
同创作出满足年轻受众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内容。”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用
“开创性意义”的词语评价与曲阜文化建设
示范区的合作。

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济宁相继
举办了国学达人比赛、论语大会等不同形式
的国学比赛，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吸

引年轻人关注优秀传统文化信息。
“其实，观众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较

高，为这类作品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受众基
础。拍好一部这样的作品，最重要的是策划

好故事，通过故事创新、立意创新去抓住观
众的眼睛和情绪，同时抓好制作品质，这两
点是拍好一部儒家文化的影视作品的关键
点。”柳传宇说。

【 济 宁 探 索 】

传统文化栏目线上点击突破“10万+”

携手爱奇艺，找寻儒家文化“爆款”产品

“乐和家园”，改变生活更改变思维

10岁女孩的第一次全家旅行

□杨国庆 吕光社 报道
曲阜传统文化研学游受到学生欢迎。图为学生展示自己印制的孔子像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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