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8 专题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孔媛媛 组版：李腾 校对：丁安顺

礼敬先贤，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祭孔大典不断提升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记者 褚思雨

从古代的官祭、家
祭，到如今的公祭、云祭，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祭孔大典已
绵延两千余年。当前，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祭孔
大典更是为大众所推崇，
俨然遍地开花之势，成为
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
要象征。

两千多年赓续不绝
复兴中国文化在路上

祭孔大典，这项两千多年赓
续不绝的华夏文化礼仪，已成为
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象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王杰表示，自孔子去世第二年开
始，祭孔活动便延续不断，规模
逐步提升。在明清时期达到顶
峰，被称为“国之大典”。长期以
来，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
长期保持着祭孔的习俗。“可以
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
但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东亚、整个
世界都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王杰认为，时至今日，举办公祭
孔子大典不仅是对孔子的敬慕
和追思，也是华夏儿女以崇高的
敬意，继承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
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民族
精神、复兴中国文化之梦的有力
践行。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
个结合’深化了继承和发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祭孔
大典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优秀代表，对实现文化自信和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
意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宁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室
主任杨义堂说，祭孔大典历经
2500多年的历史沉淀，集中体现
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
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儒家思想中

“礼”的涵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王杰
认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不能仅仅停
留在口号上，更重要的是要落地
落实，祭孔释奠活动便是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落地落实的一个
重要举措。“今人祭孔，更重要的
是从过程中收获现实意义，要体
现现代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通过祭祀仪
式来表达我们对中华文脉缔造
者们的礼敬、尊重认同，进而让
民众更加亲近传统，热爱文化。”
王杰说。

祭祀展现民族信仰
传统文化的敬意表达

“在古代社会，文庙祭祀不
仅是孔氏家族追思先祖的家事，
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
的国事。今天我们仍要祭祀孔
子，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
敬意的重要方式。”孔子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刘续兵认为，文
庙是中国文化的至高殿堂，文庙
祭祀集中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信
仰意蕴，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家园。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起到
崇德、报本、教化的功用，成为维
系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创
新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

王杰介绍，随着历史上儒学
的对外传播，孔庙不仅在中国，
更广泛设立于东亚儒家文化圈
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孔
庙的设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一
脉相传、生生不息、赓续不断。据
不完全统计，全球的孔庙大约有
2000多座。这足以反映孔子作为
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的崇高地位。

“在孔庙，除了主祀孔子外，还包
括历代的仁人志士、圣贤大儒。”
王杰认为，当代的祭孔，所表达
的不仅是对文化的传承，更是对
古代圣贤大儒们道德人格的敬
仰和尊重。

在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
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礼乐文化研
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宋立林看来，
在中国古代，去世后能够配享孔
庙，和孔子一起接受祭拜，是儒
学集成者们一生中最高的理想。

“文庙更像一座中国的文化名人
堂，祭孔之礼是对以孔子为代表
的圣贤系统、对中国文脉的整体
致敬。当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礼敬
圣贤的时候，正是现代人与古人
展开心灵对话，进而激发向上向
善的动力。”

刘续兵表示，曲阜孔庙南北
长达1公里之多，从建筑体制上
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古建
筑虽然大都是方形或长方形建
制，但少有如此狭而长的，特别
是大成殿院落更是略显狭长。究
其原因，就代表着孔子是国人公
认的凝聚力象征，一代又一代接
续扩建并不断提升文庙的规格，
使得孔庙就从北到南不断变
长。”

融合礼乐文化精髓
彰显出国人文化自信

文庙祭祀历史悠久，融合了

历朝历代的礼乐精髓。杨义堂表
示，祭祀孔子是高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的薪火。大典包括祭
祀仪式和祭孔乐舞两部分。随着
祭孔的规格和礼仪不断增加，祭
孔大典成为与祭祀天地、社稷并
列的“国之大典”。祭祀乐舞起源
于上古时期的舜帝时期，是尽善
尽美的韶乐孓遗，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大型交响乐。祭孔大典的舞
蹈动作脱胎于此，都是一个个进
退谦让的礼仪规范，体现了礼乐
教化功能，是中国礼乐文化的代
表作。

宋立林说，礼乐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表象，它几乎涵
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

“在传统社会，对圣贤的祭祀是
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又以祭孔为大宗，可以说祭
孔之礼(古称释奠和释菜礼)是
礼乐文明的典型代表亦不为
过。”他认为，在孔子诞辰之际，
于孔庙建筑群中举行隆重的祭
孔礼乐活动，正是国人文化自信
的体现。群众通过参加或观赏这
种活动，能够收敛身心，肃然起
敬，体验、感受到礼乐本身对人
的某种感染、教化意义。

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
副秘书长房伟以“礼乐”二字为
核心，致力于文庙祭祀研究，开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普
及工作。房伟举例说，在祭孔大
典等重要的祭祀场合上，上台阶
时要求两步一个台阶，即一只脚
上台阶后，另一只脚也要踏上同
一个台阶，这在传统文化中称为

“连步”。“这种细节性的仪式既
能够表达出对孔子的敬意，又能
够展现参祭者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去完善个人道德修养的
态度。”如今，这种仪节在祭祀仪
式中仍然可以使用，既体现了对
古圣先贤、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
重，也有利于把原汁原味的礼乐
文化传承下去。

祭祀形式不断提升
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涵育着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和“魂”。儒
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主流，两千年来一直主导和影响
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进而影响全世界。纵观现实，“孔
子热”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发
展趋势。

“今人思所以振作之道，必
起于尊重传统、珍视文化。不忘
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善于创新。”刘续兵说，文庙及
文庙祭祀是一个文化的富矿，内
里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资
源，无论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
是对当今时代中国人精神家园
的构建，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王杰认为，当代祭孔更应
该在积极传承礼乐文化的前提
下，与时俱进，汲取精华，创新
形式，做好礼乐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门功课。

“像现在祭孔大典现场，每年都
有来自济宁当地的学生和音乐
爱好者通过器乐、合唱与现代
艺术的有机结合，将儒家思想
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
加以展现，这就是对传承礼乐
文化，教化人心，塑造美好心
灵，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一个很好的尝试。”

“历代文庙祭祀形式都是
不断完善的，近几年随着现代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祭孔大典
的活动形式更丰富，例如相继
推出的全球‘云祭孔’、《论语》
经典诵读、‘我心中的孔子’短
视频征集活动等，全民参与性、
体验性和互动性更强。”杨义堂
说，全球“云祭孔”正是济宁推
进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创新
实践。全球“云祭孔”为传统文
庙祭祀仪式注入新的时代元
素，进一步扩大了祭孔大典的
影响范围，更为中西文明交流
互鉴提供了新平台，对于增进
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对话、彰显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
具有重要价值。

祭孔大典中的祭孔乐舞（资料图）。

奎文阁前，儒生诵读《论语》经典篇章（资料图）。


	Hc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