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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何被海峡两岸共同纪念？孔子为何被海峡两岸共同纪念？

编者按：
清明将至，祭祖

扫墓，慎终追远。3
月26日起，中新社“
东西问”推出“两岸
同祭”特别策划，透
过两岸同胞共同祭祀
伏羲、黄帝、炎帝、
孔子、屈原、妈祖、
中山陵的文化传承，
洞见两岸同一血脉，
同 根 同 源 、 同 文 同
种、两岸同祭。敬请
垂注。

中新社济南3月
27日电 题：孔子为
何被海峡两岸共同纪
念？

——专访台湾元

亨书院创院山长林安
梧

中新社记者 李欣 
赵晓

清明节是炎黄子
孙寻根祭祖的传统节
日。

每年，两岸各地
孔 庙 都 举 行 祭 孔 仪
式，追念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孔子。祭孔
仪式也成为两岸同胞
密切感情、增进共识
的重要纽带。

距离孔子生活的
年代已2500多年，两
岸民众为何仍坚持纪
念孔子？举办祭孔活

动对传播孔子思想和
儒家文化有何意义？
近日，台湾元亨书院
创院山长、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
安梧接受中新社“东
西问”独家专访，就
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据
记载，最早的祭孔仪
式可追溯到孔子卒后
次 年 ， 两 千 多 年 来
从未间断。2004年
起，孔子故里山东曲
阜开始举行公祭孔子
大典。时至今日，我
们为什么仍坚持纪念
孔子？

林 安 梧 ： 据 统
计，自2004年山东曲
阜举行公祭孔子大典
以来，已有约5万人
次参加过祭孔活动。
在台湾，有大小40多
座孔庙，台湾民众也
一直坚持每年在孔子
诞 辰 日 举 行 祭 孔 大

典。2006年9月28日，
曲 阜 孔 庙 和 台 北 孔
庙、台南孔庙还同步
举行“同根一脉，两
岸祭孔”2006祭孔大
典，这是海峡两岸首
次携手祭祀中华民族
的文化先哲。

事实上，孔子不
止为两岸所推尊，也
为全世界所推尊，主
要原因在于孔子思想
具有极大的普世性。
举行祭孔仪式，代表
我们对于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追溯、怀想、
继承、发展和创造。

孔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怀之。”一个社会
共同体若能达到这样
的境界，那就是“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为
公”。两千多年前，
孔子就产生了天下人
应该共生、共长、共
存、共荣的思想，可
谓走在了人类文明的
最前端。

孔子还开启平民

教育的先河，主张有
教无类、因材施教，
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
权利，都可以参与文
明创造，并在此过程
中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提 升 。 孔 子 曰 ： “
学 而 时 习 之 ， 不 亦
说(悦)乎？”很多人
困 惑 ， “ 学 而 时 习
之”都“不亦苦哉”
， 怎 么 会 “ 不 亦 说 (
悦 ) 乎 ” ？ 这 就 要 关
联到历史脉络中去思
考。以前只有贵族才
有受教育的权利，是
孔 夫 子 解 开 这 一 束
缚，让平民也能接受
教育。“自行束脩以
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开启有教无类
的学风。

孔子同时倡导悦
乐精神，“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启发人们
要寻找能够“共学，
适道，与立，与权”
的知己，一起学习，
一起做事，一起追求
理想，让生命回归本
真 ， 不 再 受 限 于 社
会长幼尊卑的层级关
系，进行真实的情感
沟通，便有真喜悦、
真快乐。

在人类文明体系
中，孔子思想可以说
最为平和、中正，“
忠恕之道”是孔子思
想的精髓。忠在于对
得 起 自 己 ， 忠 于 内
心 ； 恕 在 于 推 己 及
人，用自己的心去

2019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70周年纪念日，
江苏南京夫子庙举行祭孔大典，纪念先贤。苏

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