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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儒学对话会在曲阜召开

探寻儒学当代转化与发展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始终紧扣回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积极推动世界上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论
坛传递出的和谐发展的美好寓意和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
合、求大同”的智慧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的思想在当代世界生根发芽。

从尼山出发，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因为
这里有“和”的思想源头。前两天，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现场新闻发布会开到了
论坛主会场“和合堂”。“和合”思
想，是孔子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

儒家学说的理想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尚和合、求大
同”理念，也是贯穿身、家、国和
天下四个层次，是一个由“小境
界”到“大境界”的过程。

从修身来讲，个人内心和谐
是追求全面和谐的基础。《季羡
林谈人生》中说：人生在世，要处
理好三个关系，不仅要人与人和
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的内
心和谐。《论语》中有相当多“乐”
的字句，整部《论语》充满了

“乐”，这个“乐”，讲的就是人生
的快乐，保持内心的欢快和谐，
这说明孔子具有很强的情绪调
适能力。

从齐家来讲，家庭要和谐仁
爱，并以家庭和谐仁爱追求国家
大治。《礼记·大学》讲：“一家仁，
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这句话充分认识到家庭是社会
的重要细胞，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性单位。

从治国来讲，“和为贵”是重
要理念。“和为贵”出于《论语·学
而第一》，“和为贵”是“先王之道”，
说明是治国之道，而且是“斯为
美”。这是说，礼的作用，贵在能够
和顺。治国以礼，要按照礼来处理
一切事情，将人和人之间的各种
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调解适当，
彼此融洽。

从平天下来讲，“天下为公”
“天下大同”是“和合”的至高境
界。山东大学教授、乡村儒学研究
院院长颜炳罡考证，“天下为公”

“天下大同”最早见于儒家经典
《礼记·礼运》篇。据该篇记载，孔
子作为嘉宾出席鲁国举办的腊祭
活动，活动结束后，孔子向学生子
游讲述了他的社会理想：“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从孔子讲述的大同理想来看，大同社会
讲究人与人的秩序感，人要有社会责任，而核心
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孔子的“尚和合、求大同”思想，一边讲仁
爱和谐，一边保持界限感。《论语·颜渊》提到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为人际交往和
国际交往之“和”提供了界限和分寸。这种界
限感，今天既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又用于
国与国的交往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
汲取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

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儒家的“尚和合、
求大同”思想，为今天的国际交往提供了重要
启迪：追求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要从人自身
的内心平衡做起，从人与人友好相处做起，从
家庭仁爱做起，从每个国家的治理做起。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就是提供了一个不同
国家人与人友好交往的平台，为人类社会和平
发展点亮希望之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
亲在于心相通。”论坛从增加人员交流做起，从
最初参会专家仅30余人，到本届共有来自63个
国家的近400位国际嘉宾出席，规格和数量均创
历届之最，国际学者比例超过50%。从专题讨论
起步，从专业知识领域做起，本届论坛设置了

“全球挑战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等6个分议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胸怀天下，为和
平发展“打地基”，以“和合”为追求，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理念贡献中国
力量和山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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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杨帆 通讯员 杨传召

7月11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平行论坛———“尼山儒学对话会”在
孔子故里曲阜圆满召开。本次对话会由山
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济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东社
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山东省文化

“两创”研究基地、《国际儒学论丛》编辑
部、济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承办。

对话会聚焦“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
这一主题，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新西
兰、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的5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主旨演讲、圆桌
对话等形式，共同探讨儒学在当代的转
化与发展，并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儒家智慧方案。

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李润和在主旨演讲中，由儒家思想“天
下归仁”与“平天下”的理念出发，阐释
了其对于多元化突出、多类全球性挑战
叠加的当代世界走向持久和平的重要
启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
成指出中医药文化具有深厚的儒家思
想基础，在当代社会有意识地推动“中
医生活化”，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与
儒家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为民

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助力。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原校长祝家华结合儒家思想
在东南亚地区的当代履践，提出需要从

“第三期发展”的历史定位的高度来认
识儒学在当代世界的转化与发展，并积
极吸取新的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成
果，从而打造出新的适应当代人与当代
社会的精神家园。

圆桌论坛环节中，学者们分别围绕

“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儒家思想与现
代文明”两大主题展开热烈对话与讨论。
通过重新阐释儒学传统、结合当代生活
特质、分析儒者典型个案和关注时代议
题四个方面，学者们解读了儒家思想在
当代的多维价值。

本次对话会深入探讨了儒家文化当
代转化的价值意蕴和创新途径，进一步
增强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陈丹 丁安顺 朱来帝 济宁报道

儒医同源 相辅相成

中医中药的文化传承有几千年的历
史，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以及
国人的健康，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全国
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宝峰表示，中医药文
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
文化论坛的举办是践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有益举措。
杨宝峰提出，近年来，人体微生物组学研
究很热，其与中医药创新发展有广阔空
间。相信中医中药会走向世界，在慢病防
控治疗和衰老问题解决上大有作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副
会长、中国中医运动医学中心主任朱立
国指出，“以健康为中心”比“以治病为中
心”更符合中医养生理念。随着中国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剧，疾病谱的改变也随之
发生，目前影响老年人健康第一位的疾
病正是骨伤，而中医正骨对退行性一类
疾病很有优势。

儒家文化、中医药文化两者都具有
连续性、和平性等特征。国医大师、山东
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新陆表示，“伏羲制九
针”“神农尝百草”，可以说中华文明与中
医药同期而生，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杰出
代表。中医药与中华文明彼此影响、紧密
相连、相辅相成、唇齿相依，呈现出一种互
动态势。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一个国际平
台，它传达的不仅是中医的声音，也包括
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

以人为本 面向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
学院教授张其成认为，中医药和儒学渊
源颇深。他表示，从价值取向上看，医乃
仁术，中医治病救人讲究医者仁心、待患

若亲。这里的亲，不只是指亲人，更指父
母。要求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更在治
疗患者时如侍奉父母一般。而儒家文化
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仁，包括孝、
悌、忠、恕等，是一种大爱。两者都强调的

“仁”，其内涵基本上是相同的。见彼苦
劳，若己有之，从而自愿解救旁人之苦，
这种恻隐之心，就是儒家的仁在医者身
上的体现。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医讲究中和，调
和阴阳，这是中医最重要、最基本的治
病哲学。这种思想源自《周易》，此书恰
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起源，不难看出
儒、医同源。

从生活化层面看，中医药食同源的
理念及推拿、刮痧、艾灸等传统治疗手段
都是贴近生活的，其理论、实践都来自对
过往生活的总结。而儒家文化也恰恰是

生活化的，仁义礼智信不仅仅是价值观
点，更是一种对生活实践的具体指导。

“从某种角度上看，中医的生活化是儒家
生活化的具体落地。”张其成表示。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曲阜师范大
学教授骆承烈认同张其成的观点。他表
示，阴阳、中庸教给我们要辩证地看问
题，唯有通过中和、调和，实现和而不同
才能促进共同的发展。“我研究儒学70多
年了，我认为儒学的精髓就是‘以人为
本、面向现实’八个大字，这和中医药文
化是一样的。”骆承烈说。

对于中医药的未来，王新陆表示，中
医药学应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明为
基石，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
向，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遵循其特
点及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
发展。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医药文化论坛举行

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未来已来”
7月11日，以“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题，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中

医药文化论坛。“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
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岐黄学者等一批医学、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论
见”，为中医药文化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嘉宾体验中医脉诊。

11日，“尼山儒学对话会”在孔子故里曲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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