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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智慧，共话古今文明
第三届孔子——— 亚里士多德论坛在曲阜举办

近日，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

子基金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网络主办的第三届孔子——— 亚里士多德

论坛在曲阜举办，10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

孔子故里，共同探讨东西方古代智慧的

交融与传承，增进文明间的对话与理解，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的文化

动力。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

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于晓明致

辞并宣布开幕。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

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书记、副主任，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承

彦主持开幕式。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

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清

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

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

任陈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路德维

希·纳格尔，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解决网络理事会联合主席薛澜，罗马第二

大学教授里卡多·波佐，塞萨罗尼亚里士

多德大学亚里士多德跨学科研究中心主

任、创建人、科学荣休教授黛米特拉·斯芬

多尼·门祖等作主旨演讲。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

秘书处)党委委员、副主任、孔子博物馆馆

长郭思克，党委委员、副主任刘皓，党委

委员、副主任、孔子研究院党委书记朱瑞

显，党委委员、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教授温海明出席。

开幕式上，陈来、杰弗里·萨克斯、薛

澜、黛米特拉·斯芬多尼·门祖发表主旨

演讲。温海明主持。

本届论坛由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中

共山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

导。论坛以“以古代智慧应对现代挑战”

为主题，下设“儒学的当代意义”“亚里士

多德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比较

哲学”“新多边主义的全球伦理”“全球伦

理与治理”“文化对话”“全人类共同价

值”7个分议题。

论坛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希腊、

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中

外专家学者，开展6场高端对话和1场特

别对话，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和思想碰

撞，通过跨文化的视角，深入阐释古代智

慧的时代价值，共同探讨东西方古代智

慧的交融之道，探寻应对现代社会挑战

的有效策略，为构建更加和谐、智慧的世

界贡献力量。

陈丹 通讯员 解放 关坤 济宁报道

儒学进村，乡风焕新风
依托儒学讲堂，泗水探索互助养老走出乡村治理新路

通讯员 纪冉冉 济宁报道

在这里，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互助养老实现良性循

环，为全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探索出新模式。十年前，泗

水县小城子村试点开办乡村儒学讲堂，以孝道为切入点，为村民

讲授敬老爱亲、修身齐家等儒家思想，用传统美德教化群众，使优

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进群众生活。如今，小城子村乡村儒学讲堂又

与农村互助养老相结合，开辟出一条乡村治理新路径。

儒学下乡

乡村讲堂受欢迎

从当初尼山周边开办的8

个示范点，在泗水县委、县政府

关注下，已先后在13个乡镇、社

区中开办了262所儒学讲堂。十

年前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

势，现如今的小城子村乡村儒

学讲堂成了乡亲们学习、交流

的快乐家园。

2014年6月，讲师志愿者王

春到小城子村乡村儒学讲堂开

展工作。起初来讲堂学习的村

民也就十几人。如何发展更多

的村民参加学习？讲师志愿者

和讲堂义工走进农家院入户串

门和乡亲们交朋友，促膝谈心，

虚心听取村民对乡村儒学讲堂

授课、活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在听众中注意培养积极分

子，让他们充分发挥本地优势，

协助做好村民的动员工作，也

是讲堂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办

法，陈修福就是讲堂开办初期

发现并培养出来的农民义工。

2014年秋天，小城子村乡村儒

学讲堂正在讲授《弟子规》，当

讲到“入则孝：‘身有伤，贻亲

忧，德有伤，贻亲羞’‘亲有疾，

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时，

陈修福痛哭流涕起来。问起缘

故，曾经他在外创业失败，背井

离乡挣钱还贷，十几年里未能

回家探望父母、子女。

他悔过地说：“我上对不起

父母，没有尽到为人之子的孝

道，下对不起子女，没有尽到父

亲的培养关爱下一代的责任。”

自此，他投入到儒学讲堂的工

作中，每逢开课，他都主动招呼

村民到讲堂学习。

就这样，小城子村乡村儒

学讲堂在王春和十几名义工的

无私奉献下，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走进了儒学讲堂，义工们也

走进了听众的心里。

授课新颖

传统文化接地气

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讲到

做到村民的“心坎上”，让他们

愿听、愿学、愿做，让传统文化

在乡村文明中生根、开花、结

果，乡村儒学讲堂做了许多有

益探索。

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

民，需要生动活泼和深入浅出

的讲课形式，要是听不懂村民

半途就退场，下次也不来了。为

此，讲堂就从人们普遍关心的

孝道开始，采取故事化、生活

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果然，

头一次讲孝道就有不少老人掉

泪。有些不孝敬公婆的媳妇们

也抱着孩子来听孝道，因为害

怕孩子长大了不孝顺自己。讲

课的主要内容为《弟子规》，后

又引入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

来给村民演示成童礼、开笔礼、

冠礼等儒家生活礼仪。

每逢儒学讲堂开课，都会

让孩子们站到讲台前朗诵《弟

子规》，然后让他们向长辈们行

作揖礼。讲堂里，既有八十高龄

的老者，又有七八岁的儿童，四

世同堂其乐融融。

讲师在教学探索中概括出

了“四多四少”原则，即多讲孝

亲、和家、睦邻这样和老百姓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少讲与

老百姓不着边际的事；多举身

边例子，少说本本条条；多讲故

事少讲道理；多掏心窝子以情

感人，少说空话大话。这成了讲

师们讲课的“秘诀”。

互助养老

共筑幸福暖家园

志愿者讲师和义工们在讲

堂工作中发现，村里的老龄化

问题凸显，应该怎样更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他们一起研究想

办法，找到了一条互帮互助养

老的路子。他们对60岁以上老

人进行了排查登记：登门入户、

照相取证、将家庭状况、身体状

况、儿女工作情况、经济收入情

况等逐一进行了排查摸底，划

片编组，选出组长。对80岁以上

老人、残疾、鳏寡、自理困难者

每天上门关照一次。对70岁以

上老人、身体虚弱者每周上门

查看一次。并与他们的子女保

持通讯联系。随时向他们的子

女通报老人生活、健康情况。

2017年夏季，小城子村的

讲师和义工来到北京延庆东红

寺村儒学讲堂参观学习，看到

那里的义工们为乡亲们烧菜、

做饭，共进午餐的温馨一幕，深

受启发，认为应该学习延庆的

经验，拓宽儒学讲堂的服务面，

尽可能地多为老百姓做些实

事、好事。

说干就干。陈修福在村里

的一个院落里顶着烈日和泥、

拉砖、垒锅灶，乡亲们听说后都

纷纷跑来帮忙，80岁老人岳绪

香献出了自家的六印大锅。垒

起锅灶的儒学讲堂更像一个家

了，使得这所农家小院成了小

城子的第二个讲堂。

随着讲堂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

引来了泗水县微公益协会的项

目，有了资金的支撑，现如今的

幸福食堂已经搬进了更为方便

和明亮的房子，村里的老人也

不再是每周一起吃一顿饭，30

多名义工每天中午都会为村里

的老人们做好可口的饭菜，幸

福食堂里的欢声笑语让幸福充

满了整个村庄。乡村儒学讲堂

和互助养老相结合的方式也为

乡村治理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

子。

村民在乡村儒学讲堂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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