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春华秋实。一起通过5组数
据，重温中国孔子基金会璀璨历程，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印记。

历史沿革 书写辉煌

1984 年9月22日，在孔子诞辰2535 周年之际，中国孔
子基金会在曲阜宣告成立。

1984 年9月2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
会长会议，通过《中国孔子基金会公告（草稿）》《中国
孔子基金会章程（草案）》。

1987 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民政部完成注册登记手
续，总部办公地点移址到北京，曲阜保留办事处至今。在
北京期间，发起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等机构和团体。

1996 年 8月，为更好发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济
南、曲阜三地的作用，中国孔子基金会正式迁回山东济南
开展工作。

2004 年 12 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正式设立理事会，为
最高决策机构。

2019 年 8月，由教育部、山东省共同建设的全球儒学
研究传播实体平台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曲阜尼山宣告
成立。

2020 年4月，山东省委批准设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
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会和中
国孔子基金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将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整建制并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保留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
处牌子。中国孔子基金会由此迈入新发展阶段。

学术研究 成果丰硕

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A类专项课题，立项122 项，
其中重大项目24项，重点项目98项。

资助出版《儒典》《儒藏》《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丛
书》《尼山文库》《中国儒学百科全书》《儒学精神的当
代价值》《中华智慧的当代启示》等20 余项重大论著、
丛书，广受学界好评。

《孔子研究》连续出版39年，共204 期，在学术界享
有盛誉。

主办各类高端学术会议100 余次。举办9次儒学国际
研讨会（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8届世界儒学
大会，10 次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10 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 10 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海内外产生重要
影响。

发起、支持设立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国际儒
学联合会、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
究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研究院、江苏师范大学世家
文化研究基地等学术机构10余个。

实施“儒学大家”“尼山学者”计划，招引权威专家
学者26名。

支持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建设，与国
内16所一流院校共建，联合培养专项研究生1836人。

普及应用 惠及大众

打造孔子学堂公益文化品牌项目，目前海内外批复设
立3600余家。

复刊出版传统文化普及性刊物《走进孔子》20 期。
推出《先秦经典智慧名言故事》《儒家文化大众读本》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等普及类丛书专著 30 余项
（部）。

举办 9 届全球“云祭孔”活动， 2 届“孔子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 3 届中华经典吟诵大会、 2 届沿黄九省
（ 区 ） 青 少 年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诵 读 大 赛
（会）。

建设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平台，开通中、英、日、韩4
语种网站，年点击量达到6亿次。

打造大型电视文化栏目《新杏坛》，策划推出《尼山
讲堂》125期，《尼山杏坛》32期。

实施《论语》普及工程，进学校、进社区、进奥运、
进世博、进公交、进医院。设立12 个“论语普及工程示
范基地”。

发行“孔子邮票”“孔子书包”，创办“孔子文化主
题校园”“国学流动图书馆”。

制作104 集动漫《孔子》、 35 集电视剧《孔子》，以
及电视纪录片《孔子》、大型史诗舞台剧《少年孔子》、
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等。

交流合作 美美与共

开展“孔子文化世界行”，走遍五大洲 30 多个国
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与孔子学院总部、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墨
子学会等10余家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参与举办孔子文化节（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共
40 届。连续举办2次海峡两岸孔子文化春会、 3 届儒家经
典跨语言诵读大会。

实施《论语》译介工程，完成13 种语言的中外文对
照本《论语》，启动泰语版翻译工作。

高标准打造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接待130 多个国
家的孔子学院师生。

在日本、澳大利亚、瑞典、韩国等10 余个国家的学
校、广场等场所安放孔子像近100尊。

基金运营 稳健前行

支持《儒典》《儒藏》《中国儒学年鉴》《乾隆钦定
石经》《孔子圣迹图汇编》等文献著作出版及学术会议重
点项目11项。

支持“孔子学堂”“孔子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孔子
博物馆复原‘萧韶雅乐’演出”“孔子龙卡”等文化普及
推广类重点项目6项。

支持“《论语》译介工程”“孔子—亚里士多德论
坛”等文明交流互鉴类重点项目3项。

支持“中华学子朝圣行”“孔子书包仁爱行”“孝心
工程”“孔子书房”等重大文化引领行动5项。

设立兰陵文化专项基金、德本教育专项基金、世界文
明发展专项基金、孔子学堂发展专项基金、体育文化专项
基金等18只专项基金。

“光荣小屋”在乡复员军人关爱项目建成首批试点
43个，实施孝心工程，“幸福食堂”建设28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重要的时
刻都孕育着未来的希望和梦想。四十年
前，一颗承载着民族文化自信的“种
子”——— 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孔子故里
山东曲阜萌芽。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砥砺奋
进。如今，这颗“种子”已长成参天大
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成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力量。

深耕细作

儒学之花绚丽绽放

创刊于 1986 年的《孔子研究》杂
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孔子、儒学和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等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中
文学术期刊。

40 年来，《孔子研究》始终坚守学
术品质，精益求精，成为国内外儒学研
究者的必读之物。期刊上发表的每一篇
文章，都是对儒学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阐
述，每一期期刊的出版，都是对儒家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有力推动。《孔子研
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以
其高质量、高水准、高品位在学界享有
盛誉。

《孔子研究》编委会副主任、主编
王学典深情回忆：“《孔子研究》创办
之初的十余年中，在学界的作用几乎是
独一无二的。它给研究儒学、弘扬传统
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汇集研
究成果的园地，这是史无前例的。”

进入新时代，中国孔子基金会扎实
推进学术本色建设，着力做好研究阐释
和成果转化，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 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A类专
项课题，立项122 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化阐释。

——— 支持普及刊物《走进孔子》复
刊并推出中英双语版，入选《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综
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 资助出版《儒典》《儒藏》
《儒学百科全书》《尼山丛书》《尼山
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等编纂出版
工程，推动各领域儒学思想研究阐发。
《尼山文库》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十
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 举办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
讨会、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中韩儒
学交流大会、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
想学术研讨会等，始终把学术研究作为
立身之本，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

学术之树茂，人才之基固。英才聚
则成果丰，成果硕复育群英。近年来，
中国孔子基金会实施“儒学大家”“尼
山学者”计划，招引 26 名权威专家学
者。支持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
究生院建设，与国内 16 所一流院校共
建，联合培养1836 名专项研究生。成功
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 3 名博士
后，努力培养文化“两创”人才后
备军。

在学术研究的沃土上，中国孔子基
金会坚持践行“两个结合”，不断挖掘
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学术界提供丰
富的研究资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力量。

播撒种子

让儒家文化生根发芽

每到周末，络绎不绝的人流就会从
四面八方赶到云南曲靖文庙孔子学堂，
参加各种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截至目
前，曲靖文庙孔子学堂已开展5000 余堂
公益课，影响了成千上万的曲靖人。

孔子学堂是2014 年由中国孔子基金
会创办的大型公益文化品牌，以“写好
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堂训，积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各界落地生
根。十年树木，绿叶成荫。于斯堂中，
孩童得以倾听儒学故事，沐浴中华智慧
之光。成年人则可以研习传统典籍，涵
养文化底蕴。孔子学堂不仅是一处汲取
智慧泉源的课堂，更是传承与弘扬中华
文化的精神家园。

2020 年 10 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尼
山世界儒学中心合署办公后，孔子学堂
公益品牌提质增量，目前海内外批复设
立 3600 余家。孔子学堂通过实施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
村、进网络“六进”工程，开展孔子学
堂万里行“齐鲁民族行”“黄河文化
行”等活动，积极探索文化服务，努力
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学得会、悟
得透、用得好，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血
脉、化成基因，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40 年来，为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群体
的需求，中国孔子基金会成功探索出一
条传统文化普及推广的新路径，让孔子
及其思想以更加多样的形式走进了不同
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将儒家文
化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 2004 年，启动《论语》译介工
程。 2017 年，策划开展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截至目
前，共完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
日语、韩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西班
牙语、捷克语、葡萄牙语、波斯语、泰
语，共 13 种语言的中外文对照本《论
语》，为广大海外读者学习儒家经典提
供有益帮助。

——— 2 0 0 7 年，开通中国孔子网。
2016 年，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平台正式上
线， 2017 年荣膺“十大国学网站”之
首，构建“网端微号”全媒体传播矩
阵，年点击量达6亿次。

——— 2009— 2019 年，“孔子文化世
界行”先后走访过欧洲、美洲、大洋洲
和非洲，涵盖美国、英国、法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30 余个国家和地区。每
一次展览，都是一次儒家文化的盛宴；
每一次活动，都是一次儒学智慧的
远播。

——— 2022 年，策划推出公益公开课
“尼山讲堂”，聚焦“研习中华经典·
弘扬中华美德”主题，打造大众化、生
活化、国际化的传播普及文化阵地，通
过构建线上线下传播体系，实现小课堂
大传播。至今已播出120余期。

——— 2022 年，推出“尼山杏坛”，
以思想观点辩论为特色，围绕时代关切
统筹设置辩论话题，打造国内外知名的
思想交流平台。先后推出《寻找先贤的
智慧》《行思天地间》系列，以外景行
进式访谈形式，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魅力。获评国家广电总局“省级地
面频道年度优秀节目”。

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中
国孔子基金会始终以文化“两创”为引

领，不断探索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
的新路径，让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便
捷、多元的方式，触达每一位中华文化
爱好者。

架起桥梁

让世界听见儒学声音

交流与对话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
重要动力。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中华文
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积极搭建国际交
流平台，让世界各地的朋友有机会近距
离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推动了中华文

化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绽放。
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十届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网络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表示：“尼山论坛把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孔子，学习
其他传统，学习其他古代圣人，通过这
种学习，我们可以共同帮助今天的世界
和谐相处。让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
彼此的文化和智慧传统，构建和谐世界
的共同价值观。”

40 年来，中国孔子基金会广纳全球
智慧，诚邀四海学者，举办一系列全国
性及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
开创了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
民心相通的新局面。

——— 9 次国际儒学研讨会（纪念孔子
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交流对话，8次
世界儒学大会的智慧碰撞，10 次全国儒
学社团联席会议的协作共赢，10 届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的交流互鉴……一组组闪
耀的数字，见证了文化交往的“双向奔
赴”，绘就了一幅美美与共、和谐共生

的时代画卷。
——— 参与承办多届国际孔子文化

节，成功举办 9 届全球“云祭孔”、 3
届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中华经
典国际诵读接力活动）、 2 届海峡两岸
孔子文化春会……一系列具有影响力
的活动，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创新创造
与传播推广，全面立体地展示了中华
文化的深厚底蕴，搭建起不同文化间
对话与理解的桥梁，凝聚更广泛的
共识。

汇聚力量

为儒学传承提供坚实保障

金秋时节，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
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书记、副主
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国承彦一行来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三角城镇走访慰问。在中国孔子
基金会“孝心工程·光荣小屋”公益项
目的资助下，西岔村退役军人魏忠家的
小院旧貌换新颜。同样在“孝心工程·
幸福食堂”公益项目的资助下，三联村
对幸福食堂进行了升级，为村里的老人
提供了一处温馨的用餐场所。

“孝心工程”是中国孔子基金会、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于2021 年策划运营的
品牌化公益慈善项目，其子项目“光荣
小屋”“幸福食堂”成功试点。 2022 年 9
月，“孝心工程·幸福食堂”公益项目
上线腾讯公益平台参加“99 公益日”活
动，是基金会成立近40 年来首次进行大
型网络公开募捐，促进全社会形成尊老
敬老、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

基金运营工作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得
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40 年来，基金
会不断创新募捐方式、扩展募捐渠道，
构建多元募捐模式，在支持学术研究、
普及应用、交流合作、多元传播等方面
持续发力。

——— 支持文献编纂出版，组织开展
关于孔子思想、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研究。策划推出一大批学术文献出
版项目，包括《孔子研究》《走进孔
子》《走进孟子》《儒藏》《儒典》
《儒学百科全书》《中国儒学年鉴》
《孔子思想与历代中国》《乾隆御定石
经》《孔子博物馆藏珍贵古籍图鉴》
《孔子圣迹图汇编》以及中国曲阜石刻
文献集成整理出版项目等，夯实学术根
基，引领学术方向，塑造学术优势。

——— 资助儒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工
作。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
开展《论语》译介工程，举办全国儒学
社团联席会议、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
会、孔子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为推动
儒学创新发展、服务社会提供坚实的
基础。

———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普
及推广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
产品的新需求。创办孔子学堂，制作动
漫《孔子》，推出孔子龙卡，支持复原
“萧韶雅乐”展演、《诗经》主题展、
话剧《孔子》演出项目，举办沿黄九省
（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
读大赛（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活起来”。

——— 发挥文化品牌引领作用，策划
实施中华学子朝圣行、孔子书包仁爱
行、孝心工程、孔子书房、关爱儿童成
长援疆万里行、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联合研究生院专项研究生研修活动等，
探索公益项目实施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新路径。

多年来，基金会先后设立了18 只专
项基金，募集资金实现历史性突破。兰
陵文化专项基金、世界文明发展专项基
金、孔子学堂发展专项基金、体育文化
专项基金……覆盖了教育助学、体育金
融、文化传承、扶贫济困等多个领域，
通过精准投放资源，让基金赋能文化传
承，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民众福祉，服
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光阴荏苒，岁月不居。中国孔子基
金会在儒学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走过了
40 年不平凡的历程，以学术研究为根
基，以交流合作为桥梁，以普及传播为
纽带，以基金募集为保障，与全社会一
道，凝心聚力推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023 年，中国孔子基金会获评国家
4A级基金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于
晓明说：“从一个时间概念来说，40 年
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是放在历史的长
河当中，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么一个浩大的历史性的工程当中，
它也只是一瞬间，今后路还很远，责任
也很大。我们不会停止，这是我们的职
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四秩春秋绽芳华，砥砺奋进谱新
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孔子基
金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自觉扛牢新的文化使命，向着新目标，
奋楫再出发，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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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永续 共筑未来
——— 写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40周年之际

五组数据

看中国孔子基金会40年发展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现场

2023年7月，“尼山讲堂”走进尼山圣境

2021 年 9 月 29 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首届
（2021 级）儒学专项博士研究生开学典礼在山东曲阜举行，标
志着全国儒学专项高等人才培养工作正式启动

2024海峡两岸孔子文化春会上，孩子们在诵读儒学经典

中国孔子基金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