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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源
头的衢州市历史悠久、文脉绵
长，是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和
第二故乡，素有“东南阙里、南孔
圣地”之美誉。

今 年 9 月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
办了以“对话孔子 互鉴文明”为
主题的 2024 中国国际孔子文化
节。衢州祭孔大典(南孔祭典)首
次成为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分
会场活动。

多年来，衢州市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南孔文化
作为衢州文化内核和城市之魂，
举全市之力推动以南孔文化为
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庙古外今

今 年 是 孔 子 诞 辰 2575 周
年，也是衢州孔庙恢复祭孔典礼
20 周年。

2011 年，以“当代人祭孔”
为特色的南孔祭典被正式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今年衢州祭孔典礼以“尊圣
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
题，分为“兴于诗”“明于古”“立
于礼”“成于乐”“行于道”等五
章。祭奠仪程酌古斟今，在孔庙
展示宋代释奠礼，在庙外的孔子
文化广场举行当代礼仪。20 年
来，南孔祭典第一次走出庙门，

在孔氏南宗家庙外祭孔。没有
围墙，没有大门，“全民祭孔”成
为现实。
        释奠礼是古代专门祭祀孔
子的礼仪，两宋之际孔家的那次

“大宗南渡”，也把宋代官方标准
的释奠礼带到了衢州。此次展
示的宋代释奠礼，体现在祭典的
第二个章节“明于古”。南开大
学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研
究院教授干春松带领学生负责
了宋代释奠礼的复原研究工作。
        干春松说，礼仪复原既严
格遵循宋代史籍的记载，也根据
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损
益”，否则时间会过于冗长。复
原研究工作历时约半年，征询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
专家的意见。
        配合着《凝安之乐》《同安
之乐》《明安之乐》《成安之乐》等
一系列古朴乐章，迎神、迎神、盥
洗、奠帛、洗爵、献爵一系列礼仪
依序进行。大成殿前，身着古代
礼服的礼乐生左执羽，右执龠，
表演佾舞，仪态恭谨。

随后，孔子 76 代嫡长孙孔
令立入大成殿，恭请取 自山东
曲阜尼山夫子洞的“圣水”，带
领参祭人员走出家庙，将“圣水”
倒入孔氏南宗家庙门前的碧水
桥下，让“圣水”汇入衢江。尼
山“圣水”与衢江水相汇相生，
象征着孔氏后裔在江南开枝散
叶、衍圣弘道，儒家正脉在江南
赓续绵延。

家庙正对面的孔子文化广
场上，参祭人员面向孔子立像，
行现代礼仪。这尊孔子像高 9.9

米，重 15 吨，于十年前的祭孔典
礼前夕落成。雕像以孔子站姿
为造型，面部表情“温而厉，威而
不猛，恭而安”，长髯垂胸，双手
合于胸前，目视远方。

最后，祭祀典礼在全场合唱
《大同颂》中结束。

礼贯全程

        为了打造一场极具创意的
祭孔典礼，在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浙演·浙江歌舞剧院等专家
组成的主创团队指导下，祭祀典
礼仪程得到优化，紧紧围绕主
题，以宋代释奠礼和现代祭孔礼
为核心，将“礼”的形式表达贯穿
在整个祭孔活动中。
       孔令立表示，秉承创新精
神，探索更多元化的文化传承载
体与参与方式，吸引更多群体参
与到南孔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
来，讲好南孔文化传承发展壮大
故事，擦亮“南孔圣地·衢州有
礼”城市品牌。

总导演孙琪介绍，活动打通
了祭祀场景空间，以家庙内外及
孔子文化公园为中轴线，庙古外
今，庄严肃穆。同时，对复原提
炼的宋代释奠礼进行全新演绎，
对服饰、古曲乐谱及祭祀流程进
行了全面提炼与提升。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博士
后陈姿桦认为：“庙古外今的典
礼空间设计，通过祭典追溯南孔
文化的历史渊源，体现衢州有礼
的城市形象，彰显孔子和儒家文
化在中华文明中生生不息的生
命力。”

        本次祭孔典礼，衢州的江
山西砚、开化纸以文房四宝的
形 式 ，敬 献 给 至 圣 先 师 孔 子 。
非遗衢州婺剧、柯山点茶、衢州
青瓷等也点缀在祭孔仪式的各
个环节。经典诵读、儒学校园
剧等一系列儒学文化活动，更
彰显了自南宋传承至今的儒家
好学之风。
        今 年 祭 孔 典 礼 在 陪 祭 人
员、氛围营造等环节上增加了不
少新的元素。国际儒联、中国孔
子基金会，孔庙代表、孔氏族人
代表、外国专家代表，以及留学
生代表、社会各界代表近千人参
加今年祭孔典礼。

宋韵儒风

        音乐剧《南孔》的演出为祭
孔典礼活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在衢州保利剧院倾情上演
的音乐剧《南孔》，以新国风音乐
剧形式，生动再现南孔后人的家
国情怀与儒士风范，带领观众感
受千年文脉、追寻人文之光。

音乐剧《南孔》围绕儒家历
史上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孔洙让
爵”的典故，讲述了孔洙为实现
心中的“礼”，最终决定将爵位让
于曲阜宗弟，并回到衢州化官为
民、衍圣弘道的故事。在孔洙的
带领下，逐渐形成“南孔”族群，
创造出“诗礼相承、贤才辈出”的
江南文化盛景。

音乐剧《南孔》总导演、衢州
祭孔大典总顾问钟浩表示：“衢
州以祭祀典礼和创演音乐剧《南

孔》的方式，表达南孔后人的家
国情怀与儒士风范，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当代价
值演绎。”

“在一次次的演出中，我对
孔子精神的理解和体会越来越
深。”饰演孔洙的青年音乐剧演
员夏振凯表示，“这部音乐剧传
递了仁爱和礼智的精神。这两
种品质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在
现代生活中也需要我们弘扬。”

据了解，在舞台设计上，演
出团队还将歌曲、舞蹈、音乐、文
本和整体视觉进行综合创作，既
深度考量故事年代的美学特征，
又以现代审美体现出属于当代
中国和南孔的精神面貌和美学
态度。

共话南孔

为弘扬南孔文化，推动南孔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衢州还举办了 2024 中国·衢州
国际儒学论坛。

论坛上，170 余名中外嘉宾
齐聚“东南阙里”，共话南孔文化
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力量。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叶正波
在致辞中说，衢州市委、市政府
保护传承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南
孔文化的时代价值，以“礼”为核
心，提炼弘扬“崇贤有礼、开放自
信、创新争先”的新时代衢州人文
精神，全面打响“南孔圣地·衢州
有礼”的城市品牌，让南孔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探

索出一条以优秀传统文化赋能
现代文明建设的新路径。浙江省
政协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继续
深化文史研究、推出彰显浙江文
明厚度的精品力作，继续开展文
化建设调查研究，为高水平推进
文化强省建言献策，继续加强同
海内外的文化交流，推动浙江文
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努力为浙江在奋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
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一直以来，衢州不断加强对
南孔文化的挖掘阐发，全力推动
南孔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衢州市委书记高屹表示，新
时代新征程，衢州将在深化以弘
扬“两子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攻坚突破，完
善特色品牌体系，创新“泗淛同
源”南北合作交流机制和儒学文
化国际交流机制，努力打造“第
二个结合”的市域实践样本，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
大力量。

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于建福看来，衢州是南孔圣地，
也是儒家文化在江南地区的重
要传播中心。近年来，国际儒联
与衢州从研究阐释、学术课题、
项目建设、转化结合、国际交流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合作。他希
望各方能在南孔文化研究阐释
上聚焦发力，进行更加深入系统
的解读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探索南
孔文化在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中的现实意义和当代

价值。
衢州是四省边际中心城市，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重要的
交通枢纽。南宋时期，衢州因其
地理优势，成为南宋同为文化高
地的闽赣进入学术文化中心浙
东的门户，形成了以衢州为中心
的中国东南儒学文化走廊。对
此，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
院博士生导师何俊认为，南孔文
化的“两创”，最终要和经济、社
会的发展结合。进入新时代，以
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已
成为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衢州
也顺应时代的召唤，发挥自身的
优势，融入长三角，在助力长三
角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健康
快速发展。这不仅能发挥衢州
独特的文化优势，更能使南孔文
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立法保护

祭孔大典(南孔祭典)举办当
天，《衢州市南孔文化传承发展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后，正式
开始施行。

立法对衢州和南孔文化传
承发展而言，有何意义？

“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南孔
文化，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
定位还不够清晰。很多人认为
南孔文化就是一座孔氏南宗家
庙。这显然是不够的。” 衢州南
孔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盛雄生说，
南孔文化缺少在历史内涵、精神
文化层面的权威解读，限制了它
的传承与发展。

对此，《条例》对南孔文化的
核心内涵作了厘定阐释，明确了
其文化属性和内涵。

所谓南孔文化，是指南宋初
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
端友率族人随宋高宗赵构南渡，
后孔氏大宗被南宋朝廷赐居衢
州，敕建孔氏家庙，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以衢州为中心、以孔氏南
宗家庙为重要载体、以祭孔大典

（南孔祭典）为代表性仪式，以孔
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地
方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

同时，《条例》中提炼的忠诚
爱国、与时俱进、仁爱为本、经世
致用、崇学尚礼、化礼成俗等内
容，也是现阶段对南孔文化精神
特质的高度概括。

有了立法保护，南孔文化资

源认定、收集、保护就有了根本
保障。《条例》还建立了南孔文化
资源名录制度，将本行政区域内
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的南孔文化资源列入名录并实
行动态管理。

为促进南孔文化传承弘扬，
《条例》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城市品牌建设、祭孔仪式、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等为重点，推动
南孔文化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同时，着重在城乡建设融入、文
旅融合发展、产业发展等方面挖
掘和展示南孔文化当代价值，如
明确在相关公共建筑、公共场
所、交通设施等的规划和设计中
融入南孔文化元素，并将南孔文
化产业发展纳入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

南孔文化传承发展是一项
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凝
聚多方合力、加大保障强度。对
此，《条例》通过建立健全南孔文
化传承发展工作保障机制和褒
扬激励制度，最大程度提升社会
公众参与度，并从资金投入、人
才引育、产业支持、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面制定保障措施，推动南
孔文化传承发展各项促进措施
有效落地。

下一步，衢州市将通过多渠
道、多形式、多载体全面抓好宣
传普法，并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和
持续监督，努力将“纸上的法律”
变成“实践中的法律”，形成人人
关心、支持、参与南孔文化传承
发展的良好氛围。（图片由衢州
市委宣传部提供）

浙江省衢州市浙江省衢州市：：

尊圣崇礼尊圣崇礼，，推动南孔文化创造性转化推动南孔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

音乐剧《南孔》演出剧照。

2024衢州市祭孔典礼现场，礼生表演传统祭祀舞蹈。

2024衢州市祭孔典礼在全场合唱《大同颂》中结束。

南孔祭典活动中，衢州市红领巾学院古筝社团弹奏乐曲《礼仪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