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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我知道，有很多获奖者在他们的感言中说，他们从

未想过获取这个奖项。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

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天，这个奖也是我一直衷心盼望有

朝一日能得到的奖，我要谢谢这个奖的到来!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近四十年中，我一直从

事于儒学的哲学研究，从前孑L子时代追寻儒家思想的根

源，到探求宋元明清理学的哲学精神，直到20世纪现

代儒家哲学的分析把握，我对儒学的古今发展作了综合

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也尝试在前贤的基础上建构起适合2l世纪中国发展的儒家哲学体系。但是，所

有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与成绩，与这个奖的巨大荣誉相比，是微小而不足道的j因为，这个奖是以“孑L子”

命名，是以中国文化的名义，是在孔子的故乡山东|_f{{阜所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上予以颁发的。获得这一奖项，

是一个儒学研究者所可能期待的最大回报，所以，不管他以前或以后获得任何奖项，对于一个儒学研究者

来说，孑L子文化奖必然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意义的大奖二

为此，我要向设立孔子文化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

人民政府，对孑L子文化奖评委会及诸评委，给予我个人这一无比的荣誉，表达我个人最深切的感恩和致谢!

正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孔子文化奖的颁发，并非只是对现有研究的表彰，而更在于鼓励全世界的儒

学研究与文化实践，来丰富世界文化，促进世界和平j让我们在孑L夫子的指引之下，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戈更冶
Wen Shi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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