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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 展示文化底蕴

800800余年朱子文化熠熠生辉余年朱子文化熠熠生辉
——第三届考亭论坛侧记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太古之音，穿越千年而来，
走入寻常百姓家。

伴随着悠扬的琴声，“与君
共弦歌”朱子古琴音乐会，通过
古琴与箫、筝、鼓、箜篌等乐器合
奏的方式，以朱子生平事迹为时
间轴，结合情景、诗词、舞蹈等元
素，分《琴韵》《琴思》《琴愁》《琴
怀》四个篇章，演绎“朱子清音”。

从尤溪南溪书院到建阳考
亭书院，从湖南岳麓书院到上饶
鹅湖书院，从江西婺源到半亩方
塘，从武夷九曲到临安（杭州）古
街，到沈郎樟、同安、漳州县衙、
南康景点……一席古琴盛宴，囊
括了一代大儒的一生。

参加音乐会的有国内知名
古琴演奏家，以及世界各地的爱
好者。来自韩国首尔的李昭姈
在古琴老师的带领下，特意赶来
尤溪观摩盛会。在古琴音乐会
现场，她惊喜地用手机记录下每
一个打动自己的瞬间，不时和韩
国同伴激动地用眼神交流。

配合演奏的11名古琴爱好
者来自尤溪，是当地传承朱子古
琴文化的代表。

“朱子不但是思想家、教育
学家，同时还是古琴音乐家、诗
词家。让尤溪当地的干部、群众
一起参与本次音乐会，就是希望
朱子文化的传承和根植能够更
让人记得住、看得懂。”尤溪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邱建蓉介绍。

音乐会现场，琴声悠扬，掌
声不断。活动还通过线上同步
直播，让更多市民领略朱子文化
的蕴涵，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35
万人次。“深受震撼，表演得非常
好，自己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
陶。”市民李明乐说。

论坛让尤溪再次掀起了“朱

子热”：市民积极参与考亭论坛
系列文化活动；游客到南溪书
院、紫阳公园、朱子文化长廊“打
卡”；文公笔筒、天光云影砚、朱
子家训手卷等朱子文创产品在
文旅场所随处可见。

在朱子文化园“熹宝尤礼”
文创店内，市民、游客扎堆选购
以“熹宝”（少年朱熹）为主题创
作的晴雨伞、抱枕、水杯、木制书
签等50余种文创产品。

制作微电影、微视频、动漫、
音频，朱子IP品牌形象被不断赋
予更加鲜活的力量。

“文创产品作为文化的新载
体，不仅展现了尤溪朱子文化的
独特魅力，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
现代创意的完美结合。”南开大
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卢兴说。

近年来，尤溪成立朱子文化
品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朱子文
化传承创新中心，常态化推进朱
子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
进社区、进景区、进家庭。为适
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趋势，尤溪
制作推出朱子系列短视频《人需
为儒》，系统介绍朱熹生平故事
及朱子理学的思想精髓，通过学
习强国等多平台矩阵式分发，已
播出 100 集，累计观看量超 500
万人次。

尤溪的绿水青山孕育了朱
子文化，而朱子文化又给予了这
片土地厚重的文化滋养。在传
承中激活朱子文化生命力，在发
展中迸发朱子文化新活力，讲好
朱子故事，正为推进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如本
届论坛的主题——弘扬朱子文
化时代价值，担负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如果说文化性是考亭论坛的灵魂，那
么国际性则是其飞翔的翅膀。与会的外
国学者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共聚一堂，这
种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拓宽了论坛的视
野，也向世界传递了朱子文化的光芒。

多年前的一次机缘，让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田浩邂逅了朱
子理学，自此沉醉其中。他从历史学家的
视角出发，剖析了西方学界围绕“朱子背
离孔子”“朱子传承孔子”两种思潮的碰撞
与演变轨迹。

他认为，这场有关思想传承源流的探
究，不仅提升了儒家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
吸引力和趣味性，而且促进了中国优秀传
统思想在西方的广泛认知与深入了解。

来到朱子的出生地参加论坛，让来自
法国的戴鹤白教授格外欣喜。他告诉记
者，早在2001年他就开始接触、研究朱子
学，二十多年间总共翻译了6本有关朱熹
的书。“近年来，我出版的几本与朱子有关
的著作，主要是译著，让朱子思想在法国
的传播范围更大，希望通过我的著作，让
比我年轻的法国汉学家加入到朱子理学
研究的队伍中来。”戴鹤白说，未来，朱子
理学的光芒一定会被更多人看到。

以朱熹诗文入墨，共绘理学风雅。在
朱子诗词书法名家作品展上，100余件国
内外书法名家作品集中展出，其中韩国、
日本、东南亚各地书法名家作品纷纷亮

相。诸体兼备、形式多样的书法精品让人
眼花缭乱，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品鉴。正如
朱子学会会长朱崇实所说：“朱子文化是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秋阳高照，祭旗猎猎，礼乐和鸣。10
月17日，纪念朱熹诞辰894周年祭典大幕
正式拉开，主祭仪式在朱子文化园进行。

古乐悠扬，庄重肃穆。祭典活动由进
场、开殿、初献、亚献、终献、饮福、赐胙等
十个部分构成。击鼓奏乐起祭舞、敬献祭
品、恭颂祝文、全体与祭人员向朱子像行
拜礼，齐声诵读《朱子家训》，深切表达对
先贤圣哲的缅怀之情。

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教授朱光镐参加
祭典后，心情激动。“朱子诞辰祭典的礼制
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同时，作为朱熹的后
裔，我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高
度重视和建设朱子文化园的辛勤付出。”
朱光镐说。

“朱子文化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
传播到了海外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并同当
地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全球
化时代，作为世界性的思想文化学说，朱
子学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的重
要因素，是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
的重要保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全球文
明研究中心主任刘雄峰教授说。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了推动世界发展的重
要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届考
亭论坛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国际视野，
搭建起了一座连接不同文明、促进全球对
话的桥梁。

从“朱子的世界”到“世界的朱子”最
让范宗钗感动的是大批海外学者的出
席。“文明与思想探索是人类共同感兴趣
的话题，让朱子文化在推动文明交流上成
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这是我们文化人该
做的事情。其实，讲好朱子文化的故事，
也是讲好中国的故事。”他说。

携诗书礼乐，掬悠悠文脉。以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之花绚烂绽放，
其芬芳将跨越山海，飘向世界。

朱子文化源远流长，历经800余年而愈发
熠熠生辉。

非遗美食节、朱子古琴音乐会、朱子诗词
书法名家作品展、《南溪书院志四种》首发式
……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给本届论坛增色不
少，让与会嘉宾在朱子文化的诞育地近距离感
受朱子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从朱子
思想的现代解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
示，每一项活动都旨在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温度。

10 月 15 日晚，“与君共弦歌”朱子古琴音
乐会在尤溪县沈城影院举行，序曲《古韵尤溪》
带着海内外宾客，走进朱熹与尤溪的历史渊
源。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奠定了闽
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长河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不
仅是元、明、清历朝官学，成为影响我国乃至东
南亚国家几百年的主流思想，更为后世留下了
炫目的文化瑰宝，后世尊称其为朱子，与孔子
并称“北孔南朱”。

“‘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描绘的是什
么；‘胜日寻芳泗水滨’的下一句是什么……”
10 月16 日晚，朱子诗词大会赛题全部来自朱
熹所写的诗词，采用抢答、必答、飞花令等形式
展开。

“拜……再拜……兴……”10 月 17 日下
午，尤溪县实验小学2024年“释菜礼”活动在朱
子文化园举办，400多名师生穿上华丽的汉服
庄重地参与活动，深切体悟朱子文化的魅力。

成立朱子文化研究会、建成大理公园、紫
阳公园、十里朱子文化长廊、塑造朱熹塑像、重
建南溪书院、拓浚半亩方塘……近年来，尤溪
县持续挖掘朱子文化深厚内涵，提高其文化属

性，发表了《朱熹的尤溪》《南溪书院志四种》
《朱子行迹传》等20多部10余万册研究著作。

朱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严谨的道德规范
和独特的教育理念，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尤溪
人民的心田。而今，朱子文化不再局限于一隅
之地，而是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地
区人民的桥梁和纽带。

传统文化的魅力源于悠久历史，生命力则
在于传承创新，只有不断在创意上下功夫，才
能“圈粉”年轻人。在本届考亭论坛上，与会嘉
宾领到了两本以漫画形式呈现朱子文化的书
籍——《半小时读懂朱熹》《朱熹的朋友圈》。
作为该书的策划人，上海混知设计及IP商业化
总监金羽表示，希望以此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力，“把抽象的哲学以具象化、大众化、通俗化
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2018年开始，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持
续组织举办“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活
动。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德清表示，青年学生的
启蒙教育工作复杂，如何利用好社会资源来启
发港澳台大学生的人生成长，是组织这项活动
的初衷和本心。

他说：“启蒙教育自始至终是极为重要的
一部分，成人为主，成才为辅，将学生培养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依然是全社
会的重中之重。青少年通过研学感受朱子文
化的影响力，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化传播方式。”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范宗钗说，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深入挖掘和
弘扬朱子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深刻理解“两个
结合”的最佳范本，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连续
性创新的最佳范本。

海内外来宾共读《朱子家训》 （吴振湖 摄）

国际性 打造交流盛宴
大众性 迸发创新活力

◀ 纪念
朱子诞辰894
周年祭典
（黄功兴 摄）

▼文创产品
（罗 姮 摄）

金秋十月，尤溪河畔，因第三届考亭论坛的举办而热闹异常。
作为集学术研究、遗产保护、创新转化、品牌塑造于一体的朱子

文化传承发展活动，考亭论坛至今已是第三届。相比前两届，本届论
坛突出文化性、国际性与大众性，不仅邀请到众多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前来分享朱子学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还有来自美国、法国、韩国等12
个国家的26名外国学者前来参会，为朱子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智慧
力量，共同探索推动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嘉宾参观“朱子书画展” （肖丹 摄）

考亭论坛 （王 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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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书院志
四种》首发式

（罗 姮 摄）

▼全市选手
在朱子诗词
大会上角逐
（吴振湖 摄）

◀古琴音乐会
（吴振湖 摄）

▶考亭论
坛主旨演讲
（王 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