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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三)

其三，从观念史人手诠释儒学，有利于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从一个焕然一新的视域了解儒学、亲近儒学。在

学术史上，对儒学的诠释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案研究，二是人物研究。这两种研究路径最大的缺点在于缺

乏整体性、世界性的视野，彼此之间有所隔离。以观念史为纽带，可以将二千多年儒学史串联起来，立足于东

西方哲学融合的高度，既可以梳理其起源，也可以发掘出其问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曾振宇教授现任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

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曾子研究所所长；山东省第九、十、

十一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兼任国际儒联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曾

子研究会会长，中国孑L子基金会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

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陆九渊研究会副会长，儒家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理事等。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访问学者，布莱恩特大学访问学者，台

湾云林科技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访问学者。

曾振宇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及儒家文化和世界其他

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2014年12月，受国务院侨办委托，赴澳大利亚墨尔本、

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和悉尼等四个城市，以“孔子与现代社会”为题，向华人华

侨宣讲儒家文化。迄今为止已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多次作儒学方面的学术报告。2019年8月，由曾振宇教授和马来西亚道理书院王琛发教

授共同创办的中国一东盟儒学国际论坛“亲情与责任：全球视域下的家庭伦理”在马来西亚成功举行，在大会

闭幕式上，发布了《居林宣言》。宣言阐述了开展世界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以及文明多样性的现实意义，论述了儒

家文明的世界性意义，与会代表共同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儒家文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曾振宇教授长期致力于儒家哲学、观念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项。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四次。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出版专术专著六部，主持《汉字中国》大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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