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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曲阜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在出现前所未
有的巨大调整、动荡、变革的关键时刻的
一个重大事件。

九年来，《光明日报》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思想文化
党报优势，扛起宣传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大旗，连续九年跟踪采访，在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曲阜时间节点，每年一个主
题在头版头条和其他重要版面刊发大型
系列报道，充分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座
谈纪要、新媒体等各种体裁，汇成“组合
拳”，形成规模宣传效应，在全国形成声
势，助力山东行进在全国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第一方阵。九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牢
记嘱托，坚持以文化“两创”践行“两个结
合”，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着力打造儒学研究创新发展高端
平台，在研究阐发、普及教育、实践养成、
保护传承和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阐释其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弘扬
和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促进文化“两
创”，推动“两个结合”，有利于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促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致《光
明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指示要求，更好
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分子，和山东人
民一道，深入贯彻“两个结合”，推动文化

“两创”，在宣传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征程中不断迈出新步伐、作出新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两个结合”，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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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和
中国智慧的基本特色、内容、优势及在历
史上的积极作用提供了遵循。具体而言，
应重视中国文化的三性：主体性、根源性
与开放性。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马克
思列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
文化不断融合。我们的马中西相融合的
现代文化是主体性的文化，其根源在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开放包容，因此有
了外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与其中的马
克思主义相结合。当代马中西相融合的
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与
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
然抛弃。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价值理
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得到具体发展

的基础。我们要深度发掘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深度契合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坚持文化自信与推陈出新，在新时
代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今天，中国文化、儒学面临新的挑战，
面临新的发展契机。首先是文明间的对话
与交流，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如人工智能)的挑战等。对文化创新要坚
持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开放的吸取、
创造的转化，开展文明对话、交流、互鉴。
一方面，应当与时俱进，健康发展，返本开
新，创造转化，特别是不能封闭，而要坚持
开放多元，对话交流，尊重他者，吸纳百
家；另一方面，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自有定力，反对随波逐流，迷失自我。要认
识与尊重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尊
重其他文明传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
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
互理解、对话、交流与互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是
一个重大的文化史、思想史、儒学史事
件，影响十分深远。这种影响集中体现
在以下四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结合与融合。打通了
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主流意
识形态之间的壁垒和隔阂，把有五千年
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
贯通起来，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追求
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文化
的根基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
而喻。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的结果彻底终结了西方中心
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拿来主义”“别
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已成历史。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了整

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中国化。习近平
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中
国精神相结合相融合，这不仅是更深一
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为所有外
来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国化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

四是在实践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贡献山东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
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
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
平总书记所归纳的文化精华，源自儒家
经典，在今天的山东依然有着深厚的遗
存。山东所倡树的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将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活化提供一个可
靠的载体。

中国文化“两创”的智慧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哲学学院原院长 郭齐勇

开创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纪元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的历史意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

扛起宣传推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光明日报社华东第一党支部书记、

光明日报社驻山东站站长 赵秋丽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
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人们充分认识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提
升国民道德素质、推动社会管理的现
代化等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些年，山东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许
多新的开拓性举措，极大提升了在建
设儒学高地方面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打造山东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新高
地，一是要深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不能只偏重于儒学。比如齐文
化、墨家文化等资源都可以挖掘。对于
儒学内部，也应强调其与治国理政有
关的内容。比如对孟子的研究，我们一
般看到的是重视心性义利的研究，而
对于孟子的经济思想、税收思想等方
面，就比较缺乏研究。对后世的儒学研
究更是如此，其中大量的内容与我们
传统的治国理政关系密切，也积累了
许多文化资源。因此，拓展传统文化的
研究领域，意义重大。二是要有组织地

开展一些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理
论问题研究。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需要有政治站位和研究的主
动性。比如，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就需要讲清楚与西方现代化道路
的异同。所同者为现代化，所异者为实
现现代化的路径、指标系统，还包括实
现共同富裕等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
内容。目前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过于集
中在文史哲领域，而现代化的研究需
要更多的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学科的
学者参与。三是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举
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国际活动，山
东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国际
交流的针对性，建议与在国际上有重
要影响的学术机构进行点对点的合
作，这样可以提高国际交流的效率。我
们定期举办国际论坛，所设计的主题
和邀请的国外学者，都可以有更强的

“国际意识”。

打造山东传统文化

研究传播新高地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干春松

来源：大众日报

本报济宁12月8日讯(通讯

员 张海迪 谢以卓) 12月8
日，孟子研究院与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举办孟荀思想解读

活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

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张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

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茂泽线上出席活动，并分作

做《荀子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历

史地位和思想贡献》、《孟子思

想要点及其特质》主题讲座。

张涛从先秦儒学的发展脉

络、《荀子》其书与《荀子》引经

考论、荀子的思想贡献以及荀

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详

细的梳理和阐述。张涛指出，荀

子在儒学发展进程中对孔孟思

想进行了传承、发展、融会和创

新，荀子提出的“隆礼尊贤而

王”“重法爱民而霸”，是以政治

处理道德，从而达到内圣与外

王的贯通。荀子思想体现了儒

学在变革时代坚持理想、与时

俱进的品质，对社会现实和历

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张茂泽从孟子生平及其思

想要旨、“人性善”说、“仁政”

说、孟荀的思想异同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阐发。张茂泽指

出，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人性

论上凸显出德性论和气性论的

交叉、融合发展，人性是天人合

一的逻辑中介，孟子认为人的

本性都是向善的，“恻隐之心人

皆有之”，人们通过修身养性，

均“可以为尧舜”。随后，张茂泽

围绕孟子、荀子人性善恶的判

断、以及修身之方法的比较，来

解读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

之异同。

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

长、研究员陈晓霞表示，整场讲

授旁征博引、观点鲜明，让我们

受益匪浅、深受启发。陈晓霞指

出，当代儒学的重建，不仅要继

承孔孟之道，更要吸收并发展

孔荀之制的内容。孟子、荀子思

想在人性论、治理观、修身观、

历史观等方面，对于当今社会

的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

义。陈晓霞强调，孟子研究院将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一步深入挖掘儒家思

想的时代价值，在儒学与当代

社会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推动

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同时持续加强与国内高校

院所的联系合作，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征程中不断迈出

新步伐、作出新贡献。

本次活动是孟子研究院参

与共建的教育部“文化+网络”

双赋能数字化思政教育教学资

源库建设的内容之一，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办。参加

本次活动的有孟子研究院全体

人员、全国36所高校的部分老

师、同学以及广大国学爱好者

共3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两位教授旁征博引、观点鲜明

孟荀思想解读活动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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