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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纪实 

                     

  2007年6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国谊宾馆，国际儒联召开了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 

来自北京、山西、浙江、山东、上海、四川、辽宁、湖南、陕西、河北、天津、深圳等省市相关学校、团体和民间儒

学研究者和普及工作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学习时报》等媒

体记者，共6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会长叶选平、常务副会长杨波、刘忠德，副理事长成中英、赵毅武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杨波主持。刘忠德副

会长在会上首先致辞，叶选平会长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在大会闭幕时作总结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教授，浙江省儒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教授，儿童经典诵读工程顾问吴小兰，国

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舒大刚教授，北京四中教师连中国，北京

师范大学董乃强教授等，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 

会议开得生动热烈，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结合自身的实践和体验，就普及儒学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闭幕会上，两个小组代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升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分别

汇报了本组讨论的问题和成果。 

  成中英教授作了专题发言。 

  座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初步取得以下共识： 

  儒学普及工作的定位 

  叶选平会长指出，根据国际儒联的宗旨和任务，我们在关注和推动儒学研究的同时，更要重视儒学的普及，将儒

学研究的新成果转化为普及儒学的新资源，展示其力量和价值，这样才能使儒学不断获得永恒的发展生机和活力。杨

波、刘忠德两位副会长都指出，我们对儒学既要加深研究、又要做好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及更带有根本性，它

是当今历史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家园建设的新需 求，也是建设和谐、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国际儒联的同仁们，应当将参与普及儒学视为光荣的历史责任。这就是召开本次“儒学普及座谈会”的初衷和定位。

刘忠德副会长还指出，我们是在多年停顿之后，在新环境、新条件下做普及儒学，靠我们去摸索、去创造。这是一项

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叶会长提议将会议名称改为 “第一次儒学普及座谈会”，以示以后还要有第二次，

第三次……。 

  三位会长的讲话和叶老的提议，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 

                     

  社会各界积极普及儒学 

  十几年来，普及儒学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次会议，是儒学普及工作者第一次坐在一起，交流情况。大家看



到，普及儒学的群众团体、机构和队伍不断扩大；普及儒学的活动蓬勃开展；民众了解儒学的热情持续高涨，普遍认

为，儒学普及工作形势大好。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在海内外作了很多富有实效的宣传

和普及儒学工作。一些省市纷纷成立的“儒学会”、“孔子研究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面向基层和

群众积极开展儒学普及工作。 

  儿童读经活动也有发展。全国各地的幼儿园、中小学生当中，广泛开展了以诵读《蒙学》与《四书》为主要内容

的儒学普及活动，据估计，已有1000万少年儿童参加。其中大量是民间分散自发组织开展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也做了许多工作。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等一些科研院所，在大、中、小学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将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相

结合。尤其是2004年中央提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之后，许多学校和一些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吸取《蒙学》与

《四书》的精华，自编中华美德“校本教材”，积极推动儒学在学校的普及。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市，山东省的莱西市

等地区，都有比较广泛的普及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北京的“一耽学堂”、天津的“明德国学馆”等普及儒学的民间团体，以“公益性”为宗旨，组织志愿者身体力

行，展示了儒家精神本色，使普及儒学更显实效，更受国人的欢迎。 

各种形式的“大讲堂”，媒体、出版社等也加入了普及儒学的队伍。大众传媒的加入，进一步激发起广大民众的热

情。 “于丹现象”就是具体展现。有的学者估计，2007年将有上百种解读《论语》的新书问世，其印刷量将创历史

纪录。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北京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院”，国际儒联与中国政法大学

合作创办的“国际儒学院”，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儒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的重要基地。 

  企业界精英学习了解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热情也在升温。由高等学校和文化产业公司举办的，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为招生对象的各种培训班，正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也出现了企业界人士出资创办的非赢利性的，以学习传统文化

为主的“学堂”、“书院”。 

  孔庙、书院和历代儒学大师的“故居”等文化遗址，开始发挥普及儒学的作用。北京孔庙的李超英先生介绍，在

唐代全国有1500余所孔庙，而今尚存497所。对于这些文化遗址，不能当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具，也不能

仅仅是“旅游景点”，应当成为传播和普及儒学的基地。北京孔庙大修工程完工后，将开办 “儒学讲堂”和“孔子

与儒学大型展览”，成为面向国内外观众普及儒学的新平台。太原文庙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普及儒学的文化活动，收

到很好的效果。 

由政府推动，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新认同和新需求，也是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的新

标志。采取各种形式关注和支持“孔子学院”的工作，是国际儒联义不容辞的责任。 

  普及儒学的对象 

  普及儒学的对象是谁？他们的需要能够从儒学中得到那些解答？儒学工作者能够将儒学传递到普及对象的心中

吗？ 

  叶会长认为，儒学的历史和内涵深厚而丰富，成为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主导。虽然也有严酷的艰难曲折，但是几经

“大浪淘沙”，至今仍然可以作为中华文化主干。这是因为，儒学思想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人民群众之中根

深叶茂。 

  他分析，人的一生大致分：未成年时，上学学习；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施展才干，或者履行社会职能；晚年颐

养天年。即“从学”、“从业”、“无业”三个阶段。人的一生，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既要“诚意，正

心、修身”，又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今社会在“做人”方面情况堪忧。诊治时弊，正好有儒学这一张经得

起验证，用之即见效的“方子”，为何不用呢！这张方子，就是儒学当中修身做人的哲理，它是当今普及儒学的核心

内容，也是当今所有国人都需要的精神营养。但是，我们的普及对象，着重是对“从学”年龄段人群的道德品质教

育。 

叶会长的讲话，为儒学普及工作明确了方向、任务和对象。与会学者一致拥护。 

  “从学”阶段，大致是从入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即3—23岁这20 个年龄段，这近4亿的新一代中国人，能够在20

年从学过程中，不间断地接受儒学的普及，将会对他们成人、成才产生深远影响，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奠定坚实

基础。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代孩子赶上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了新的自觉、自尊与自信的时代，赶上了中国文化



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他们将会得到中华文化智慧的沁润。与他们父辈相比，他们幸运而幸福。 

  十几年来，在青少年中普及儒学的实践证明，新一代中国人能够接纳儒学，并从中受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反映，自1989年启动以来，参加诵读的人数逐年上升，2002年已经达到340万

人，2007年已经突破600万人。据专家估计，加上其他途径在青少年中普及儒学的人数，目前已超过1000万人。在这

1000万人的背后，至少还有2000多万家长和老师。家长和老师，既是普及儒学的主体，更是普及儒学的对象，两者相

加数量可观。可见，重在“从学”阶段普及儒学的“辐射性”及其深远影响。 

  与会人员对于重在“从学”人员中普及儒学的构想，一致认同与拥护，也深感“任重道远”。同时，对叶会长提

出的，“因人施教，因教取材，多用现成，不作虚功”的普及原则，也十分赞赏。有学者们认为，儿童阶段，以体现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童蒙”读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为宜。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以选读《论语》、《大

学》中有关章句为宜。高中阶段，可通读“四书”，为进一步学习国学奠定基础。大学阶段，从儒学的历史价值、当

代意义等方面，开展多角度的专题讲座为宜，以便提升把握和应用儒学智慧的能力。要引导人们“直面经典”。教材

过多，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虚功”多做，实效不佳，不利儒学普及工作健康发展。 

  普及儒学的共识 

  1、当前普及儒学的重点，是对“从学”阶段的未成年人，进行修身做人的教育，发挥儒学在公民道德建设、开

展荣辱观教育、移风易俗、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儒学普及工作者，要关注儒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发展趋势，要积极吸纳儒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提升自身

的国学水平和儒学素养。 

  3、各种普及儒学的团体与机构，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用儒家的精神与风范，实践--探索—实践，推

动儒学普及工作健康发展。 

  4、普及儒学所用的“教材”，要坚持“因人施教、因教取材、多用现成、不作虚功”的原则。 

  5、对第一线从事儒学普及工作的人员，要予以比较系统的培训。期望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儒学研究工作

者，为此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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