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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圣贤，韩国人尊奉他为“万世之表”，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
早在古朝鲜时代，孔子的基本精神通过表意文字———汉字传入到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在公元

1 世纪前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学开始得到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流社会传播。

1392 年，高丽王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大力扶持和增设公立教育机构，各地的儒

家学者也纷纷创办私学，推动了对全民的儒学教育。 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并走向本土化和大众化。
素以“东方礼仪之邦”著称的韩国的“礼仪”，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包括“礼法”和“义理”的两个价值基准。 “义

理”作为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的中心概念，指坚持正义的刚强的信念。 正是这样的儒家文化培育了同倭敌抗争

到底的李舜臣等“忠国”英雄，至日本殖民地时期发展为“爱国儒教”。
然而，深入研究儒家根本思想的朝鲜王朝学者们固守实质上融合了儒、释、道的性理学，而甚至排斥从明朝传

入的阳明学。 这种排斥也曾起过负面作用，即引起了学术上的争执和与政治有关的党派斗争。 这与他们一方面坚

持开放与和合的态度，另一方面追求纯粹的、正统的、完美的思想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关。
中国的礼教传到朝鲜半岛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些美风良俗。 更有趣的是，儒

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相结合，创造了“拌饭式”韩国文化，造就了今日民族文化的繁荣景象———“韩流”。
但是，韩国传统文化尚未完成现代转换，而近代传入韩国的基督教亦未实现韩国化，东西文化的汇合处于混

乱状态。 韩国人过分注重等级秩序，难免破坏平等而友好的人际关系；过于重视名分是自杀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

一。 （文章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2-25 文 /金成玉）

近日，一组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政协主席王玉朴仰头在市政协闭幕会上睡觉的图片传遍网络。
又见“会场酣睡客”，人们在匪夷所思之余难免再次气愤。但实际上，把会场当睡场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已成

为中国式会场的一景，何故？ 网友“曼谷的微笑”总结得好：“会场实在是太适合睡觉了，反正我是没出息地睡过一

些会！ ”有暖意融融的空调，柔软舒适的沙发，加之台上领导念的基本都是无关紧要的“催眠稿”，难怪有人戏称：王

玉朴的行为是“以睡觉抗议会风”。
可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会议是让人根本不敢睡也睡不着的。 君不见英国地方议会里，议员们就财政预算案进

行激辩时，五六十岁的老议员也都语言犀利、反应敏捷，脑细胞全力以赴高速运转，见招拆招，条理分明。
去年 12 月底，温州政府部门年终述职全程由媒体同步直播，还有专家学者、媒体群众代表现场打分，令部分

官员满头大汗。 这样的会议，谁敢睡，谁又睡得着？
我们知道，政协委员的职责，主要是通过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等形式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就国

计民生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而一名县政协主席在市政协会议上以酣睡终会，显然是一

面镜子，折射出个别会议流于走过场的现实。 纵然会场上的官员、委员无须通过交锋来胜出、通过激烈辩论来履

职，可倘若能像温州那样，将其直接置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参会者芒刺在背、大汗淋漓还来不及，哪里还敢睡

会儿？ （文章来源：光明网 2013-1-14 文 /林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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