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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之都”潍坊活动年
郑玄文化宣传推介活动闭幕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8月
15日上午，“东亚文化之都”潍坊活动年郑玄文化宣
传推介活动在富华国际会议中心闭幕。副市长狄波出
席并致辞。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陈壁生在闭
幕仪式上作交流成果总结发言时表示，本次活动中，
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围绕郑玄

文化展开深入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发布高质量论
文24篇。国内学者研究全面系统推进，本地学者研究
有深度、有新意、接地气，国际化研究拓宽学界视
野，相关研究精细化、理论化特征明显，展示了现今
郑玄研究的基本情况，是一次非常成功、精彩的
活动。
  狄波表示，潍坊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发挥

好郑玄故里的独特优势，全面加强与学界的合作，深
入挖掘“郑学”资源，积极弘扬郑玄文化，致力打造
当代儒学研究阐释的高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
高地、东亚文化交流互鉴的高地。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赴峡山区拜谒了郑公祠，参观
了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郑玄文化展，中外专家学
者围绕郑玄文化学术研究进行了交流发言。

回到家乡参加活动很激动 未来打算线上宣传郑玄文化

  “郑玄一生潜修经学，创立‘郑学’，对后世经
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儒学传承作出巨大贡
献。”8月15日，参加“东亚文化之都”潍坊活动年
郑玄文化宣传推介活动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
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王承略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承略认为，郑玄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对儒家经
典的深入阐释与综合研究，更在于他对儒学精神的发
扬光大。郑玄文化在儒家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而

这一观点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编纂的《两汉全
书》中得到有力印证。该系列共36册，其中郑玄文化
独占3册，这一比例不仅彰显了郑玄学术成果之丰，
也深刻反映了其在儒学传承中的关键角色。
　　谈及个人研究经历，王承略表示，自己与郑玄文
化的结缘已有数十年之久，郑玄文化不仅面向学者，
也延伸到了社会各界。2018年，他与山东大学儒学高
等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在高密市举办郑玄文化论坛，不
仅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更吸引了大量普通
市民的热情参与，会场座无虚席的盛况让他深切感受

到郑玄文化跨越学术界限深入人心的力量。
　　王承略是诸城人，此次回到家乡参加“东亚文化
之都”潍坊活动年郑玄文化宣传推介活动，心情格外
激动。“能够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
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更是对儒学及经学研
究的深刻启迪，让我对未来在儒学领域的探索充满了
新的动力与期待。”王承略表示，展望未来，他打算
在线上开课，以更加开放和便捷的方式，向更多人讲
述郑玄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让
郑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 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王承略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让郑玄成为“东亚文化之都”建设中的闪亮名片
——— 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副理事长孙宝山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尼山圣源
书院副理事长孙宝山此前曾去过青州市、峡山区。
“潍坊非常现代化，街道干净整洁，城市治理井井有
条，文化氛围浓厚，有很大发展潜力。”孙宝山对潍
坊的环境及人文赞不绝口。
  活动期间，他参观郑玄文化展后表示，该展览通
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郑玄的成就以及关于郑玄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著作，内容丰富、全面，对于推进郑
玄研究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孙宝山一直致力于经学文化的推广和传
承工作。作为尼山圣源书院的代表，他也是本次郑玄
文化宣传推介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去年5月份，他曾
组织举办过郑玄与经学文化主题的研讨会，为本次郑
玄文化宣传推介活动预热，同时也为弘扬郑玄文化做
了一个五年规划。
  孙宝山表示，不可否认，目前潍坊还没有建立起

郑玄文化与城市的紧密联系，有不少市民对郑玄还不
甚了解。他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把郑玄文
化发扬光大，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期的运行机制，
一方面在郑玄文化研究上提高层次，同时加强民间普
及，让郑玄文化来到百姓身边，让郑玄文化在潍坊扎
下根。“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提起郑玄，大家都会
知道是谁。就像风筝之于潍坊一样，让郑玄成为潍坊
城市符号的新象征，成为‘东亚文化之都’建设中的
闪亮名片。”孙宝山说。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在潍坊这片文化热土 深切感受先贤的魅力
——— 访齐鲁书社社长王路

  “潍坊是一片文化的热土，早在今年4月，我就已经
拜谒了郑玄故里，瞻仰了郑公祠，深切感受到了先贤的
魅力。”作为受邀嘉宾，齐鲁书社社长王路有感而发。
  谈及郑玄，王路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仰：“郑玄
作为我国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潜心著述，遍注群
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顾今文经学，消解了当时长
期存在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统一了经学，对社会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路说，郑玄用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以其丰
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郑玄经注在语言学、校勘

学、律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都具有广泛而重
要的价值，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可惜的是，郑玄
的大量著作早已亡佚，虽有辑本，但数量稀少。因
此，编纂出版一部全面权威的《郑玄全集》是学术界
一直以来的重要期盼。
  王路介绍，《郑玄全集》的编纂工作历时数年，出版
社的编校工作也历时数年，可以说是殊为不易，全集的
出版填补了重要空白，为我国主流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齐鲁书社与郑玄、潍坊都有着深厚的渊源。王路
说，1983年，齐鲁书社就出版了王利器先生所著的《郑
康成年谱》。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齐

文化丛书》，其中的《郑玄集》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安作
璋先生主编，收录了郑玄的四部传世著作。齐鲁书社今
年新推出的“山东文脉”工程之一《齐书》，收录了
《郑氏佚书》等大批原典性成果。齐鲁书社还出版了
《简明潍坊通史》《潍坊学院史》《陈介祺研究》等
一大批与潍坊有着深厚渊源的图书，在服务地方文化
建设方面勇于担当，有着良好的社会反响。
  对于参加“东亚文化之都”潍坊活动年郑玄文化
宣传推介活动，王路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
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活动，希望未来能与社会各界、各
位专家学者精诚合作，出版更多优秀成果，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鲁萍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活动，我可能会错过潍
坊。”8月14日下午，在富华国际会议中心，“东亚
文化之都”潍坊活动年郑玄文化宣传推介活动郑玄文
化展现场，记者见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明互鉴

研究中心主任方旭东。初次到访潍坊的他，因为郑玄
结识了这座“宝藏城市”。
　　当天上午，方旭东跟随嘉宾团一同参观了郑公
祠、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等地，此番他感慨颇
多：“在没来到潍坊之前，听过最多的还是‘农业大
市’‘工业强市’的名头，从未将潍坊与郑玄联系在

一起，更不知道潍坊发展得这么好。”
　　在参观过郑玄文化展后，方旭东认为：“潍坊是郑
玄的出生地，可能以前没有大力对外宣传过，还没有形
成一种火热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郑玄研究还是非常
有必要的，不仅能够深挖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还能让
潍坊更为人所熟知，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宝藏城市’。”

——— 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任方旭东

郑玄研究非常有必要 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宝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