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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中华民族文
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礼教’也是朱子文化的
重要内容。”曾担任朱
子祭祀大典活动通赞的
林文志告诉调研组，经
整 理 编 纂 ， 南 平 总 结
形成了朱子祭祀礼、成
年礼、敬师礼、婚礼等
当 代 朱 子 四 礼 的 具 体
内容，并获批省级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在整理编纂过程
中，我们重视以时代精
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
命力，不搞烧香跪拜，
而是通过创新的形式，
传 承 朱 子 礼 的 精 神 内
核。”

朱 熹 依 古 时 成 材
的标准，制定拜师礼、
谢师礼为通礼。南平市
朱子文化研究会与时俱
进，将拜师礼、谢师礼
进行现代改版复兴，合
并为朱子敬师礼。

“ 每 年 教 师 节 ，
我们学校都会举行敬师
礼。”位于五夫镇的武
夷山市朱子学校校长李
文寿这样说。走进这所
学校，处处都弥漫着朱
子文化气息：大门口镌
刻着朱子手迹校训“活
源毓秀，继往开来”；
校园中央矗立着朱子雕
像。“我们将朱子文化
融入课程教学，根据不
同的年龄分阶段接触朱
子文化内容。”李文寿
说。

讲 起 朱 子 文 化 进
校 园 ， 武 夷 学 院 领 导
一脸自豪：从2005年开
始，学院就持续推进这
项工作，在各院系开设
朱子文化课程，“朱子
文化十讲”被教育部评

为“礼敬中华文明”思
政课精品展示项目。与
此同此，学院道路、楼
舍都以朱子理学思想精
华来命名，校训“涵养
穷索，致知力行”，就
是传承朱熹园的千年文
脉。每年学院都为入学
新生举办敬师礼；每年
十一月都举办校园朱子
文化节……可以说，这
里处处“崇理”、“讲
理”，“道在武夷”在
此蔚然成风。

朱熹6岁随父返回
南平市政和县，为祖母
守孝27个月。有专家认
为，这里是朱熹识孝、
研 孝 、 行 孝 的 原 点 。
政 和 县 把 弘 扬 新 时 代
孝道文化作为当地特色
来 抓 。 日 前 ， 经 评 选
委员会初步筛选和网络
票选，政和县评选出首
届“十大孝星”。

南 平 市 还 深 入 挖
掘朱子文化特色内涵，
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积极开展带有朱子
文 化 符 号 的 旅 游 工 艺
品、纪念品、食品的创
意研发，推动朱子文创
产 品 创 新 发 展 ， 形 成
品牌化、系列化、规模
化，让朱子文化“飞入
寻常百姓家”。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顾问
吴邦才说：“朱子文化
的核心是继往开来。弘
扬激活朱子文化，也要
继往开来、创新发展，
以新的形式、新的载体
将朱子文化融入现代生
活、群众日常当中，从
而使朱子文化在新时代
获得新的生命力。”

文 化 生 态 化 保 护
的“南平实践”之启示

“ 问 渠 那 得 清
如 许 ，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去年年底，在南
平举办的首届考亭论坛
上，许多专家学者引用
朱熹的这句诗，来形容
南平弘扬传承朱子文化
的生动实践。

调研组认为，南平
市弘扬传承朱子文化的
成功经验，在于当地党
委政府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推动朱子文化在新
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致力于打
造“朱子文化生态保护
区”，重视文化传承中
人 的 因 素 ， 将 延 续 八
百多年的朱子文化融入
当代生活、融入千家万
户，从而形成良好的朱
子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
生态，使朱子文化在闽
北大地润物无声、生生
不息。

南 平 的 成 功 做
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
面——

一 是 坚 持 做 好 “
两个结合”，实现高位
推动，努力打造新时代
朱子文化品牌。习近平
总书记在朱熹园提出，
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如何做好“两个
结合”，是南平市打造
新时代朱子文化品牌的
关键。一年来，南平提
出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标杆”，出台
专门实施方案，组建工

作专班，以实现高位推
动。

在朱子社仓对公众
开放时，南平市着重以
今天的视角来重新诠释
朱子济世为民的故事，
把讲好朱子的民本思想
与讲好今天中国共产党
革命初心与为民情怀结
合起来，实现了从古贯
今的一脉相承，让朱子
遗存有了时代新意。

二 是 以 时 代 精 神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
力，努力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目前
南平市每年在学校、书
院等地广泛开展“成年
礼、敬师礼、祭祀礼、
婚礼”等四礼系列主题
活动，促进公众感知朱
子文化，进而深入了解
其精髓，提升文化素养
和道德修养。同时通过
对 “ 四 礼 ” 的 程 序 设
计、内容提升，实现文
化 传 承 ， 展 现 时 代 精
神。

“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不是‘复古’，要通过
扬弃，将优秀传统文化
转化为拥有时代价值的
文化传统。”吴邦才认
为，“在转化中传承，
就是要把朱子文化转化
为活动、转化为文创产

品、转化为生活习惯，
从而达到文化传统在创
新中发展。”

三 是 借 智 借 力 ，
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
信。一年来，南平市借
势登高、借智聚力，与
相 关 权 威 机 构 通 力 合
作，让朱子文化在全国
层面成为国家级的文化
品牌；把考亭书院作为
中国社科院高峰论坛常
设点，打造成国际性高
端论坛。

随 着 国 内 一 流 的
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文
创设计、旅游营销等人
才往闽北会聚，南平市
加 快 了 让 文 化 软 实 力
转化为发展硬实力的步
伐：谋划5大类29项朱
子文化建设项目，推进
创建朱子文化生态保护
区，一条复现朱子生前
足 迹 的 “ 理 学 文 化 长
廊”日渐成形；一批朱
子文化书籍、节目陆续
推出，“环武夷山国家
公园朱子文化旅游发展
带”已完成规划，众多
朱子IP形象产品等文创
产品相继发布使用。可
以看到，朱子文化已成
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
片，其传承发展迎来了
又一个春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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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代精神激活
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