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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出版研究论文集的时机，我想向读者介绍这个在国内外著名的儒学基地
，作为我的序言。
     曲阜师范大学创办于1955年，那正是我国教育大发展的年代。
经过专家论证，当时的山东省政府认为山东高等教育的布局，有必要在大教育家孔子的故乡曲阜创办
一所新型师范院校。
筚路蓝缕，曲阜师范学院在第一年便建立起来。
我是在1957年8月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所新学校任教的。
一提到孔子和儒学研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在这所大学建设儒学基地的艰难历程。
     曲阜师院的第一任院长是高赞非先生。
当时省政府请他出任设立在孔子家乡的师范学院的院长，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这里建设起山东省的
儒学研究基地。
因为他是梁漱溟和熊十力的早期弟子，素来重视儒学研究。
在1962 年出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前，儒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是相当宽松的。
建院之初，他逢会必讲在曲阜设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担负起在国内推动儒学研究的使命。
当时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儒学的研究课题分配给社会科学各系来承担，并开始对曲阜儒家文化资源的
系统调查，大量搜购和搜集儒家文献是图书馆和各资料室的基本任务。
还组织大学生全面抄录广布于曲阜的碑刻，参与孔府档案的研究与整理。
日积月累，所集儒家文化资料十分可观。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儒学资料中心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孔子研究室。
早在建校之初，曲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孔子研究会，组合力量，从事研究。
“文革 ”结束后，适应当时的大好形势，曲阜师大希望在孔子、儒学研究上做出更大贡献，于是整合
力量，成立了孔子研究室。
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历程。
     1983年，为了加强这里的儒学研究，当时的曲阜师院党委书记赵志浩同志又在孔子研究室的基础上
正式建立了孔子研究所，我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并拨款购置了两套文渊阁版的《四库全书》，将其
中一套留给新建的孔子研究所使用。
现在的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这里集中了一批专门从事儒学原理、中国儒学史和整理儒家文献以及研究“三孔”文物古迹的学者，
形成了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中心，全校文、史、哲、政、经、教、艺等专业共同协作研究儒家文化的新
格局。
现任学校党委书记宋焕新同志接手学校领导工作后，大大扩展了学校的规模，学校师生员工已经接近
三万人，并在日照海滨建起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的分校，使国内外来此研究和进修儒学的学者能够得到
曲阜与日照环境的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双重陶冶。
     1985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曾献出青春年华的曲阜师院，被调到省里做社科院院长，但我并没
有和曲阜师院脱钩，依然带了两届硕士研究生，直到1990年后我改任省社科联专职主席时才辞去导师
职务。
在漫长的33年中，我有幸参与了这所大学儒学基地的建设，并深知其中的艰辛和坎坷。
但是，它终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这个儒学基地逐步完备起来，在儒学得以放开手研究的今日，多多
发挥些作用。
     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一般存在着“道(理)、器、用”三个层次的工作，这样才是一种立体的全方
位的文化研究基地。
所谓道或理的层次，是指从思想、理论方面研究儒学，包括思想史的研究，儒学研究者大多不会忽略
这个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开掘深、见解新上看水平。
在这方面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一贯是很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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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器的层面，主要是指文化的载体方面，如文献典籍、文化古迹、礼仪形制、儒家文化设施及儒风
民俗等，也需要精心研究，进行必要的具有现代价值的开发。
这方面曲阜师大也做了部分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如整理孔府档案、阙里文献、地方名物和探讨祭祀孔
子的礼仪、乐舞、形制等，对进一步研究儒学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
所谓用的层面，主要是指发挥儒学研究对培育人才、美政美俗、敦厚社会风气、加强内外文化交流和
开发旅游产品等的作用。
这方面曲阜师大也做了许多工作。
如培养研究生、进修生，召开儒学学术研讨会，同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儒
家文化的学术交流等等。
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和开发，曲阜师大还正在不断加强。
     当前新出版的这三本论文集，只是他们近几年研究工作部分成果的集结，也是一次小小的检阅。
我深信在这个已经比较完备的儒学研究基地上，像不久前问世而颇有影响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之
类的大成果，将会源源不断地推出来!     抚今忆昔说家常，展望未来寄希望——借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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