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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契合时代，
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新？济宁在努力，孔
子研究院便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来到孔子研究院，拜访者一定会为
这里的“高台明堂”所吸引，这座仿古建
筑由两座论语钟亭组成，一座名为“明
先”，另一座名为“觉未”。钟亭内的两口
大钟直径相加为3米，寓意孔门弟子三
千；而2 . 1米的钟高，则象征儒学走进21
世纪。

在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看来，
这两个意象的融合，正是孔子研究院的
一贯追求。

“孔府、孔庙、孔林，是曲阜最为宝贵
的文化财富，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不能坐吃名胜古
迹的‘老本’。”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发
挥身处孔子家乡曲阜的地缘优势，围绕

‘四个讲清楚’，把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

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作为学
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全力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年来，孔子研
究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
级课题30余项，编纂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0
余部；举办“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

“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贯彻
‘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
论坛等学术活动；将《论语诠解》《孔子家语
通解》《孔子这样说》等多部著作翻译成英、
德、韩等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打造“春秋
讲坛”公益文化品牌，通过“云讲座”，将影
响力辐射到东亚文化圈及“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聚合儒学
研究名家队伍与核心团队，努力打造儒
学研究的新高地。”杨朝明说。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要义，是否能在
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济宁在探索，建
立“和为贵”矛盾调处机制，是其中一项
重要尝试。

“礼之用，和为贵”，是《论语·学而
篇》中的名句。济宁将这一思想贯穿于
社会治理实践中，建立起覆盖市县乡村
四级的“和为贵”社会治理中心，收到良
好效果。

“‘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
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在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度假村，记者看
到，60岁的村民秦家文正在“和为贵”调
解室里，为听众讲授崇德向善的做人道
理。授者一丝不苟，听者频频点头。

“我是调解室的志愿服务者。现在，
很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到调解室

来化解。我们济宁市的主要领导都曾
经到‘和为贵’矛盾调处中心公开接访
呢！别看我们的调解室面积不大，但真
正起到了‘以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
融合’的大作用。”秦家文自豪地说，

“在这里，群众的来信来访‘一站式接
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我们的
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
镇街’。”

目前，济宁已经在全市成立了家庭
婚姻等专业性“和为贵”调解组织273
个，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通过推行

“五老”调解、“平安周例会”、法治大讲
堂，济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和”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近3年来，
全市43801件案件在诉前调解，41%以上
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如何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
产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火”起来，为古城再添新风采？济宁在
实践，保护利用与文创开发是“两翼”。

一方面在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做文
章。

近年来，济宁实施了鲁国故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
园、三孔彩画及古建筑保护维修等重大
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尼山孔庙古建筑群
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
护工程。

同时，曲阜在孔府、孔庙、孔林基础
上，打造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
圣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它们既是学术研
究、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的场所，又是旅游
胜地。作为曲阜新的建筑地标、文化地标，

“新三孔”已经成为曲阜旅游的热门打卡
地。仅尼山圣境，自2018年9月正式开园以
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0万人。

另一方面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上

下功夫。
在孔子故里，你会发现，很多游客，

特别是外籍人士，会对这里的古老治印
技艺特别感兴趣，将一方方印纽拿在手
上仔细端详。

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细节，济宁市出
台多项政策措施，对“治印(印纽)”文化
加以保护传承，以此带动更多文创产
品、旅游产品涌现。成立“孔府印阁”，把
社区老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
育传承人；同时，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在
网络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目前，
我们每天生产的印章数量在2 . 5万枚左
右,并且全年订单不断。”孔府印阁总经
理刘鹏说。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
命力，济宁正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先行示范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高地，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的道路上
铿锵前行。 (备注：本文刊发于《光明日
报》8月14日头版头条)

俯瞰孔子研究院。

融入生活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

文旅融合展现文化名城新风采

守正开新打造思想文化新高地

天刚擦黑，华灯初上。山东济宁古运
河边，各色彩灯渐次亮起，勾勒出古意建
筑的轮廓，也点亮了水上人家的韵味。纷
至沓来的游人，让运河两岸一下子热闹起
来……在济宁，“夜游古运河”，已经成为
一道迷人风景。

人流如织，沿河畔一路走过，面塑、剪
纸、绣球、葫芦烙画……每一个传统手艺
的展示台前，都聚满了游客；离岸登船，泛
舟古运河上，伴着微波荡漾的节奏，遍览

“运河书屋”“玉堂酱园”“运河记忆”文化
街区……古韵新生，不时引发游人赞叹。
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岸边展演厅，近距
离欣赏梆子、豫剧、柳琴戏等非遗戏曲的
现场演出；有的一时技痒，直接登上“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舞台，一展才
艺……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欣赏、倾慕、热
爱，就在这悄然浸润中，得以充分延展、蓬
勃生长。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时代
大课题。近年来，济宁市一直在思考、在探
索。推出“运河记忆”，是其中的一个举措。
作为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运河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怎样才能让千年
文脉焕发全新神采，济宁在多个层面开展
了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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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联合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到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规划发展处、社会发展处汇报尼山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政策需求等情况。

◎8月11日下午，由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曲阜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优秀传统文
化入户活动，在曲阜市尼山镇鲁源新村启动。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推进
办主任朱湘华，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芳，曲阜市副市长周凯出席启动仪式。

◎8月14日上午，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志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一行
到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调研并开展座谈交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推进
办主任朱湘华参加活动。

◎8月16日上午，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派驻曲阜市尼山镇白村“第一书记”联合村两
委成员，发动志愿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美化村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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