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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表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传统与现

代、过去与未来，是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目标愿景。要

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立足中国田野、

研究中国实际、发展中国理论，汲取

国外有益学术成果，培育高水平社

科人才队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同时指出，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成功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构建，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经

验和中国道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开辟新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

员景天魁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古典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为中华民

族古典文明瑰宝的群学，将对形成21

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价值引领

作用。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何中华谈道，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具有文明类型学意义。它的深刻

启示价值在于，一种基于民族性特

质的文明，在当代人类历史语境中，

通过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既有

其历史的必要性，也有其现实的可

能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

功实践，其本身就意味着为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开辟了新的可

能性。”何中华说。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自我意识的核心，是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之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

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

教授臧峰宇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视通万里、融汇古今，积淀着丰厚

的文化资源，具有充盈的文化创造

力，其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化，成为体

现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实在。

何中华指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成功建设，充分显示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活

所焕发出来的优长之处，为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中国方案、中

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

就是美好生活的具体表达

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教授谈

道，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出发点，也是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揭示

其演进规律的叙事体系与历史逻辑

的基础。麻国庆同时表示，中华文明

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认识中华民族

共同性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就

是美好生活的具体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陈光金谈到，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

重要社会基础。无论是中国式现代

化，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首

要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

当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共同富裕则是社会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表征。

陈光金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障和

改善民生，持续巩固和拓展已经取

得的丰硕成果，不断推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

坚实的社会基础。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所长夏春涛说，文化创新、文明更新

的前提和根基是党的理论创新，在

于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

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董振华认为，

中国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实践哲学

的传统，立足于人的生命实践去认

识世界和待人接物、安身立命。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了逻辑

和价值上的内在契合性，这是二者

能够结合的基本前提。

在董振华看来，我们从人类历

史发展的宏大视野关注世界发展和

人类前途命运，坚守马克思主义的

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论断，充

分展现出来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人类担当和历史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

任、教授韩震称，我们要立足世界百

年变局和中国发展的实际，以当下

正在进行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为中心，更

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要进一步

扩大视野，吸收历史上人类文明一

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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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共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老味新作，孔府糕点拴住咱的胃
守正创新26载，孔祥昆用匠心传承千年味道

易雪 王浩然 通讯员 曹楠 济宁报道

儒家“五常”饼、融入三孔元素的酥皮糕点、金榜
题名字样的系列糕点……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一道
道在保留传统手工工艺基础上进行改良的孔府糕
点，如今不仅抓住了当代人的味蕾，更是将背后蕴含
的儒家典故与文化“烘焙”在了人们心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孔府糕点制作技
艺传承人，孔祥昆与这项传统手艺打了26年的交道。
在他看来，孔府糕点不仅是孔子故里的一道美食，更
是一扇对外展示传统文化的窗口，只有坚持守正创
新，才能让人们既吃到传统的千年味道，还能感受到
当地儒家文化带来的浓厚氛围。

传承老辈技艺

守住千年味道

揉面、擀皮、开酥、包馅、收边、捏
花、摆盘……6月5日，在糕点操作间
内，孔祥昆动作娴熟，忙个不停。“孔
府糕点是源远流长、世代相传、独具
风味的糕点。讲究现吃现烤，求其色、
香、味、形俱佳，曾超过北京名点。”制
作孔府糕点的数十道工序，孔祥昆不
仅了如指掌，对于其背后的历史谈起
来也头头是道。

“孔府糕点分外用、内用。外用糕
点主要用于进贡、馈赠。进贡的糕点，
主要以开口笑、枣花酥、孔府月饼为
主。内用糕点则分为应时糕点、节用
糕点等等，夏天以绿豆糕、栗子糕、凉
糕为主；冬天就以水晶包、豆沙包、火
腿烧饼为主。”谈话间，孔祥昆掰开了
一块刚出炉的枣花酥，软糯香甜的枣
泥与层层叠叠的酥皮相融，糕点自带
的香气扑鼻而来。“只要轻咬一口，就
能感受到掉渣的口感，这是机器操作
代替不了的。”

“从配料到烘烤，这些传统糕点
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学
习和研究。”这句话的底气，源于孔祥
昆与孔府糕点打了26年交道的缘故。

“机缘巧合下，我在22岁时成为
了一名糕点师傅，跟着老师傅学做

传统糕点，也学到了不少孔府糕点
的历史。”孔祥昆笑着说。孔府糕点
出自官家，所以其文字记载少之又
少，为了更多地了解不同孔府糕点
的制作方法，只能通过老师傅们的
口口相传。

孔祥昆表示，每一道孔府糕点的
制作流程在制作、配料的顺序中都有
讲究，如果时机、顺序不对，都会影响
糕点的口感。当问到为何坚持这些？
孔祥昆并没有说出具体缘由，在他看
来，只知这是千年来沿袭的标准，一
道工序，就是一道规矩。“只有这样才
能将传统技艺记住，才能守住这千年
味道。”

孔府糕点焕新

融入儒家文化

作为孔子故里，曲阜文化底蕴深
厚、美食种类繁多，是中国八大菜系之
首鲁菜的发源地之一。秉承孔子“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理念，历经千
百年的传承发展，孔府菜、孔府糕点等
极具当地代表性的美食也成为了很多
游客慕名而来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如此，如何在留住老味道
的同时，让孔府糕点的口感更加符合
于现代人的习惯也成为了孔祥昆最
近几年思考和尝试的重点。“传统的
孔府糕点高糖、高油，以脆、香的口感

为主，随着西式糕点进入大众眼球，
传统的口味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的需
求。”为此，孔祥昆在材料中加入了黄
油、奶油等原料，让糕点变得更为酥
糯。

除此之外，孔祥昆更是在孔府糕
点的造型上花了不少心思。“孔府巧
果是孔府糕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糕
点之一，像制作出来的小柿子、小鸟
等造型非常栩栩如生。”借助孔府巧
果带来的灵感，孔祥昆将曲阜当地的
三孔元素与孔府糕点结合，创新制作
出了儒家“五常”饼、金榜题名、曲阜
礼物等系列“文创”孔府糕点。临近高
考季，孔祥昆与其团队设计制作的

“金榜题名”系列糕点正处于“热销
季”，只见孔祥昆拿起手机炫耀道：

“你看，仅今天一天的线上销售，就达
到了近6000元。”

“我们还以杏坛讲学、大成殿为
背景制作一些糕点，分为枣泥、山楂
等不同馅料，上色以用果蔬汁和面，
在保留传统手艺的同时，让传统的孔
府糕点‘焕新’，变身成文创产品去

‘烘焙’儒家文化，成为曲阜这座城市
的代表符号。”在孔祥昆看来，要想让
孔府糕点焕发新的活力，必须在发掘
整理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使孔
府糕点既有传统性，又有时代特点。

“守正才能创新，我们要守住的是孔
府糕点的魂。”孔祥昆展示孔府糕点。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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