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7月25日（星期日）                                                                                                                                                                                                                               20公元2022年03月29日（星期二）                                                                                                                                                                                                                               23

一 块 神 道 碑 ， 不
但 传 达 着 朱 熹 的 孝 道
思 想 ， 也 展 现 出 闽 北
人 对 朱 子 孝 文 化 的 认
同 。 南 平 市 政 协 主 席
林 斌 说 ： “ 闽 北 人 朴
实 、 忠 厚 、 诚 信 ， 千
百 年 来 一 直 践 行 着 朱
子 的 理 学 思 想 ， 朱 子
文 化 已 经 融 入 闽 北 人
的 性 格 和 文 化 基 因 当
中。”

140处遗址物化
呈现，筑起朱子文化
地标

南 平 建 阳 区 ，
夜 晚 星 光 下 的 考 亭 书
院 ， 肃 穆 沉 静 。 对 面
是 灯 光 映 衬 下 的 翠 屏
山 ， 身 前 是 涓 涓 的 麻
阳 溪 。 现 存 明 嘉 靖 十
年(1531年)修建的“考
亭 书 院 ” 牌 坊 雕 刻 精
美 ， 诉 说 着 这 里 往 日
的繁盛。

1 1 9 1 年 ， 朱 熹 来
到 建 阳 ， 在 考 亭 建 竹
林 精 舍 ( 考 亭 书 院 ) 。
书 院 背 负 青 山 ， 三 面
环 水 ， 一 派 桃 源 山 乡
景 致 。 考 亭 书 院 是 朱
熹 讲 学 终 老 之 地 ， 他
在 这 里 广 收 门 徒 ， 形
成 浩 大 而 严 密 的 “ 考
亭 学 派 ” ， 完 成 了 理
学 思 想 最 后 体 系 的 建
构 。 闽 北 得 以 获 誉 “

闽 邦 邹 鲁 ” “ 道 南 理
窟 ” ， 成 为 名 扬 天 下
的理学重镇。

历 经 岁 月 侵 蚀 ，
到20世纪60年代，考亭
书 院 仅 存 前 面 的 石 牌
坊。2015年，建阳区启
动 考 亭 书 院 恢 复 重 建
项 目 ， 重 建 书 院 尽 量
保 持 原 貌 ， 旨 在 打 造
朱 子 文 化 遗 存 宝 地 和
研究交流基地。2019年
9月，考亭书院项目一
期工程建成。

从 牌 坊 处 拾 级
而 上 ， 眼 前 是 浑 然
一 体 、 大 气 雄 阔 的
考 亭 书 院 建 筑 群 ： 道
原 堂 、 集 成 殿 、 庆 云
楼、勉学斋。

“ 一 期 工 程 主
要 致 力 于 古 代 书 院 的
恢 复 和 重 建 工 作 ， 主
要 有 祭 祀 区 、 展 示
区 、 研 学 区 和 管 理 区
等 四 个 主 要 功 能 区 ，
整 体 建 筑 风 格 体 现 出
宋 代 建 筑 庄 重 醇 和 之
风 。 ” 南 平 市 朱 子 文
化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祝 熹
介 绍 说 ， “ 如 今 ， 每
年10月18日的朱子祭祀
大 典 在 这 里 举 行 。 去
年12月底，首届考亭论
坛也在这里举办。”

“ 南 平 高 度 重

视 朱 子 文 化 保 护 建 设
工 作 ， 形 成 了 ‘ 一 区
五 工 程 ’ 的 工 作 思
路。”林斌介绍，2017
年 9 月 1 日 ， 《 南 平 市
朱 子 文 化 遗 存 保 护 条
例 》 正 式 颁 布 实 施 ，
围 绕 打 造 “ 朱 子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 ， 着 力
实 施 “ 保 护 、 学 术 、
传 播 、 教 化 、 交 流 ”
五 大 工 程 。 目 前 ， 南
平 登 记 在 册 的 朱 子 遗
存140处，馆藏可移动
朱子文物23件，其中由
市 政 府 公 布 予 以 保 护
的 第 一 批 朱 子 文 化 遗
存有69处。

武 夷 山 市 先 后
对 刘 氏 家 祠 、 兴 贤 书
院 、 五 贤 井 、 紫 阳 书
堂 、 连 氏 节 孝 坊 等 文
物 古 迹 进 行 了 修 缮 ，
对 屏 山 书 院 进 行 遗 址
保 护 ， 聘 请 文 化 协 管
员 、 文 物 保 护 员 ，
负 责 五 夫 文 物 的 日 常
维 护 和 管 理 ； 延 平 区
按 照 “ 不 改 变 文 物 原
状 ” 原 则 ， 对 损 坏 较
为 严 重 的 重 点 文 物 建
筑 进 行 抢 救 性 修 缮 ；
建 阳 区 恢 复 重 建 考 亭
书 院 ， 并 开 展 区 域 内
书院(宗祠)调查、古村
规(禁碑)调查、朱子文
化 遗 存 普 查 等 工 作 。
同 时 ， 朱 熹 墓 安 防 工
程 等 重 点 文 保 项 目 建
设 已 列 入 国 家 文 物 局
2021—2022年度三防项
目 实 施 计 划 ， 正 在 编
制设计方案。

“ 弘 扬 朱 子 文
化 ， 首 先 要 依 靠 建 设
来 推 进 ， 要 让 朱 子 文
化 看 得 见 。 ” 南 平 市
朱 子 文 化 研 究 会 会 长
林 文 志 说 ， 闽 北 多 风
雨 ， 许 多 朱 子 文 化 遗
存 消 失 在 岁 月 长 河
里 ， 要 通 过 重 建 、 恢

复 来 弘 扬 传 承 朱 子 文
化。

调 研 组 了 解 到 ，
目 前 南 平 市 1 4 0 处 朱
子 文 化 遗 存 正 逐 步
得 到 保 护 和 恢 复 ，
建 阳 考 亭 书 院 、 武 夷
山 朱 子 文 化 广 场 和 朱
子 雕 像 、 武 夷 山 新 紫
阳 楼 、 政 和 朱 子 书 院
等 项 目 竣 工 ， 建 阳 考
亭 “ 大 宋 文 化 古 街 ”
投入使用。总投资8亿
元、占地面积250亩的
五 夫 朱 子 文 化 园 及 朱
文 公 庙 工 程 ， 正 有 序
推进。

从“两个结合”
入手，做好“转化”
大文章

武 夷 山 下 ， 九
曲 溪 畔 ， 一 方 “ 朱 熹
园 ” 石 碑 ， 掩 映 在 五
曲 隐 屏 峰 竹 林 之 中 。
拾 级 而 上 ， 便 是 武 夷
精 舍 。 朱 熹 在 此 讲 学
八 年 ， 完 成 了 多 本 著
作。

朱 熹 园 的 草 坪
上 ， 用 石 刻 大 书 镌 刻
着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朱 熹 园 的 重 要 讲 话 。
恰 巧 ， 一 群 来 自 武 夷
山 实 验 小 学 的 孩 子 正
站 在 石 刻 前 ， 认 真 朗
诵 ： “ 如 果 没 有 中 华
五 千 年 文 明 ， 哪 里 有
什 么 中 国 特 色 ？ 如 果
不 是 中 国 特 色 ， 哪 有
我 们 今 天 这 么 成 功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清 脆 的 童 音 ，
萦 绕 在 朱 熹 园 ， 如 山
林 间 跳 跃 的 阳 光 。 带
队 老 师 宋 娇 娇 说 ， 学
校 把 朱 子 文 化 融 入 课
堂 与 实 践 活 动 中 ， 让
孩 子 们 学 习 了 解 《 朱

子 家 训 》 、 朱 子 诗 词
等 ，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传
承传统道德情操。

日 前 ， 由 中 国
社 科 院 哲 学 研 究 所 、
南 平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南 平 市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 两 个 结
合”重要论述(线上)活
动 举 行 。 各 位 专 家 学
者 就 “ 铸 就 中 华 文 化
新 辉 煌 、 开 创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 — 深 入 学
习 和 阐 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 两 个 结 合 ’ 重 要
论 述 的 伟 大 意 义 ” 主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始 终 关 注 朱 子 理 学
的 研 究 和 传 承 。 ” 张
建 光 介 绍 说 ， 2 0 0 2 年
年 初 ， 中 国 社 科 院 致
函 福 建 省 ， 建 议 在 朱
子 学 发 祥 地 福 建 武 夷
山 设 立 中 国 社 科 院 哲
学 所 宋 明 理 学 研 究 中
心 ， 时 任 福 建 省 省 长
的 习 近 平 高 度 重 视 ，
批 示 要 求 办 好 ， 并 拨
款 支 持 。 中 心 成 立
后 ， 承 担 了 多 个 国 家
级 、 省 级 社 科 课 题
研 究 ， 培 养 了 一 批
骨 干 ， 编 辑 出 版 学
术 类 和 普 及 性 著 作 2 3
部、1000多万字，成为
朱子研究的重镇。

当 前 ， 南 平 市
有 关 朱 子 文 化 的 活 动
丰 富 多 彩 ， 并 在 海 内
外 形 成 了 较 大 的 影 响
力 。 每 年 举 办 的 朱 子
祭祀大典、中国(武夷
山)朱子文化节、“海
峡 两 岸 朱 子 之 路 研 习
营 ” 等 活 动 带 动 了 朱
子 文 化 走 向 国 内 外 ，
一 批 朱 子 文 化 新 习 俗
也 逐 步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以时代精神激活
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中）

小学生诵读《朱子家训》。黄杰敏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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