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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004年10月7日） 

                    纪念大会宣传报导组负责人 郭沂教授 

各位记者朋友： 

  今年9月28日，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诞生2555周年纪念日。我受大会筹委会的委

托，向各位介绍一些有关儒学研究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情况。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

其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如此，它还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地

区，成为整个东亚文明的象征。近代以来，也传入欧美。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重大问题，诸如文明冲突问题、霸权主义

问题、环保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中外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

投向儒家文化，试图从中寻找智慧。目前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以儒学促进当代文明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共识，而协调和推动世界各地儒学研究乃当务之

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儒学联合会应运而生。 

  国际儒学联合会于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成立，是由九个国家和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发起组成

的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永久会址设在北京。其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

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 

  国际儒联第二届理事会会长是谷牧先生，新加坡敦那士集团总裁唐裕先生为理事长，中国轻工业部原部长杨波先

生为常务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即将举行，将协商推选新一届领导成员。谷牧先生因年事

已高，将不再担任会长职务。 

  国际儒学联合会自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参与筹备或主办儒学研讨会；二，编印《国

际儒学联合会简报》，报道各国、各地区儒学研究及与儒学有关的动态；三，编辑出版《国际儒学研究》辑刊，建立

国际儒联互联网站；四，提出研究和宣传儒学的系统构思；五，策划、组织、编写儒学论著；六，积极组织儒学新资

料研究；七，接待来访学者，安排学术交流；八，积极资助与儒学有关的学术活动。 

  在未来五年，新一届国际儒学联合会有以下设想： 

  一，加强儒学理论研究，特别要推动儒学当代发展的研究和交流。儒学研究不能限于阐发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更须在吸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并重新诠释儒学；同时又要抵制异质文

化的侵蚀，在创新中保持和发扬自身固有的特质。 

  二，儒学研究要更紧密地结合现实，研究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大

问题，力求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关注普及。要处理好提高和普及的关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四，进一步扩大儒联在海外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参与儒联的活动；要加强儒联与

各国、各地区儒学学者、儒学团体的联络和交流。 

  五，健全和改善儒联自身的组织机构和物质条件。 

  以上设想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有待具体化。国际儒联对近期的工作如何展开，也有几项具体建议：（1）设立

“当代儒学发展论坛”。即设立一个国际性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2）积极准备条件，

将《国际儒学研究》改版，创办儒联的正式刊物。（3）在发展儒学教育方面，吸收社会捐助，创办“孔子希望小



学”，支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探索将儒学纳入教育体制的经验。（4）在推动儒学普及活动方面，支持和适当参与

民间的读经活动，组织学者编写儒学经典的普及读本，参与教师的培训；编写、散发普及儒学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组

织面向不同阶层的儒学普及讲座；与传媒合作，利用多种形式普及儒学。（5）向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定孔子诞辰为

教师节，将儒学教育纳入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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