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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2月 2 9日，曲阜文化建设示

范 区 党 工 委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开 展 专 题 学 习 。集 体 学 习 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

规，并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文化

思想。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

工 委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成 员 参

加学习研讨。

会议指出，党章是把握党

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

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

准，深入学习党章是共产党人

的必修课。党员领导干部要做

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要

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必修

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

会议强调，习近平文化思

想 是 新 时 代 党 领 导 文 化 建 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构 成 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具 有 深 刻 的 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做好文

化 建 设 工 作 的 根 本 遵 循 和 行

动指南。立足新时代新征程，

要 将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的 价 值

理念、科学思维、原则要求转

化为现实的文化建设实践，不

断 为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建设贡献力量。

学党内法规 强纪律意识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学习

本报济宁1月4日讯(通讯员 孙

衍) 2023年12月20日，曲阜师范大

学举办第七届“曲园师德讲坛”。

讲述曲园师德故事，畅谈新时代

为师之道，本次讲坛在4位嘉宾庄严

朗诵《师说》的表演中拉开帷幕。随着

视频短片播放出嘉宾们的风采与事

迹，曲阜师范大学师德标兵、教书育

人楷模等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体育

科学学院曹莉、数学科学学院王培

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和孔子文

化研究院宋立林、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党委副书记范瑞红4位教师，一同走

上讲台与现场师生分享了各自的育

人故事与为师感悟，围绕如何做一名

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从潜心科研、

热心从教、以德施教、以文化人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专家点评环节，教育学院院长

唐爱民对4位教师的师德故事作了深

刻地阐释，希望大家牢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守教书育人从教初心，弘

扬教育家精神，以甘为人梯、勤奋朴

实的人师品格，抒写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华美乐章。

学校党委书记邢光为5位嘉宾颁

授第七届曲园师德讲坛纪念牌。

曹莉教授为中国教师博物馆

捐赠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荣誉证书

和奖章，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教师博物馆馆长孙祥广代表学校

接收捐赠。

“曲园师德讲坛”是学校打造师

德建设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已举办

七届，共展示了31名师德楷模的事

迹，已成为师德教育的品牌栏目，对

于引导广大教师坚守教育报国初心、

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讲述师德故事 畅谈为师之道
曲阜师范大学第七届“曲园师德讲坛”举行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

“儒家五圣”丛书 ,填补早期儒学研究空白

2023年11月23日，“儒家五圣”丛

书新书发布会在曲阜文化建设示范

区举行。为深入挖掘整理、研究阐发

儒家文化资源，推进儒家思想研究

传播，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

公室联合齐鲁书社，约请著名儒学

研究专家杨朝明教授担纲主编，编

辑出版了“儒家五圣”丛书，包括《至

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

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发布会上，

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丛书的思想内

涵、历史积淀、文化效应及时代价

值，对丛书的出版发行给与了高度

的肯定。

记者 汪泷
“儒家五圣”丛书发布

活动意义非常重大

在发布会上，“儒家五圣”丛书的5
位作者分别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在

聆听完之后，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儒学

联合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

典在发言伊始，便是感慨。当得知5位作

者的创作历程，以及出版过程当中充满

不少艰辛时，他很受感动，“所以我个人

认为，这个活动意义非常重大。”

对于“重大”二字，王学典有自己的

理解。他说，这是一份厚礼。

王学典认为，“儒家五圣”丛书的

编撰出版，填补了早期儒学研究的一

项大的空白，“大家知道学术研究的空

白很少，尤其是儒学研究。在经过近40
年众多学者的耕耘，你想找一块空白

地，事实上已经很困难。”但是，以杨朝

明为首的5位作者，以他们非凡的学术

眼光，在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和齐鲁

书社的鼎力支持下，仍然编撰出版了

这套丛书，“我个人感觉这是为儒学研

究，为思想史研究，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研究，填补了一份早期研究的一

项空白。”

王学典评价“儒家五圣”丛书是众

多儒学研究中带有标志性的一个成果。

在抵达文化示范区的当天早上，王学典

特意抽出时间，把杨朝明为丛书所作的

序文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朝明兄在

这篇序文当中，也谈到了他在孔子研究

中对一系列疑难问题的个人见解。”虽

然这些见解未必是最终见解，但王学典

直言，这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

学界相关的认识做了一次大的推进，

“这套丛书对一系列儒学史上、思想史

上，众说纷纭的一些疑难问题，给出了

当下的一个回答。”

加强原始儒学研究

缔造儒家生活方式

在致辞中，王学典言辞恳切地对

“儒家五圣”丛书后续的相关编撰出版

工作，给与了两个建议。其一，他希望

丛书进一步加强对原始儒学和早期儒

学的研究。他认为，对原始儒学的研

究，这几年进展并不大。随着“儒家五

圣”丛书的出版，则正是一个难得的机

遇。

此外，王学典建言，在强化对儒学

观念形态研究的同时，要加强对时间形

态的儒学研究，“我个人认为儒学对中

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不是它提供了一套

观念体系，也不是提供了一套道德哲

学，而是缔造了一个流行了两千多年的

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

生活方式。”王学典将这种儒家生活方

式，概括为一个东方伦理性生活方式，

直到今天依然有重大的意义。

尤其是曲阜在缔造儒家生活方式

方面、缔造东方伦理性生活方式方面，

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能不能在儒家

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锻造一个与传统

文化对接、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匹

配、与西方生活方式相僻美的一种生活

方式，我觉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创

造，时间形态的创造，严格来说，对中华

民族的意义更大。”王学典说。

“曲园师德讲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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