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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太白楼，济宁市的地标性建筑，它

不仅是一座古楼，而且是代代济宁人

回忆的载体。日前，在宁波举行的中

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专业委员会

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历史文化名

楼论坛上，济宁太白楼被纳为第 14 名

新成员。

李白的济宁印记

中国有四座知名的“太白楼”，济宁

太白楼、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太白楼、安

徽歙县太白楼、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李

白故居太白楼，都是后人为纪念李白所

建的文化遗存。其中，济宁太白楼的历

史最为久远，影响最为深刻，规模最为

宏大，与李白的关联也最为密切。

李白与济宁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在济

宁地区流传。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李白偕夫人及女儿来到任城（济宁），此

后的 23 年间，他一直在济宁度过。我国

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李白传》及

多种版本《李白年谱》均印证在李白 62

年的人生旅途中，寄家济宁生活有 23

年。以济宁为中心，李白多次到周边地

区游历，留下了 50多首诗文。

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杨义堂介绍，

当时李白饮酒的酒楼为贺兰氏酒楼，他

在这里写下了诸多的传世佳作。后人

为纪念李白，称此楼为“太白酒楼”。明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济宁官员狄崇

重建太白酒楼，将“酒”字去掉，改名为

“太白楼”，沿用至今。明洪武以后，太

白楼又历经清、民国年间数十次较大规

模的重修。现存太白楼坐落在济宁明代

城墙上，雄伟、古朴、壮观，延续了明洪武

年间的建筑风格，又不失唐代楼阁的风

韵。1952年，政府对太白楼再次重建。

“李白一生在文学史上被后人传颂

为佳话的‘竹溪六逸’‘奉诏入京，供奉

翰林’‘李杜交游’等事件都发生在济

宁。”杨义堂介绍。

馆藏文物丰富

“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专业

委员会致力于名楼文化的保护，挖掘名

楼的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名楼文化保

护机制的形成等，成立十年做了一系

列的名楼保护工作。”在杨义堂的主持

和推动下，从去年开始，济宁太白楼开

始积极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并于

今 年 4 月 正 式 递 交“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楼”申请书。

1984 年，太白楼被济宁市人民政府

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 10

月成立济宁市李白纪念馆，其馆址设在

太白楼上。不久前，太白楼跻身第四批

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杨义堂介绍，太白楼上的李白纪念

馆馆藏文物丰富。“目前，全国仅存与李

白有关的传世文物数量不多，现存与李

白有关的文物，除《上阳台》珍藏于故宫

外，绝大多数在济宁。太白楼内现存

唐、金、元、明、清历代名人题咏 260 多

篇，题咏作者 200 余人，馆藏历代原始刻

石 50 余块。李白手书的‘观’字碑、乾隆

皇帝的御笔刻石、罗振玉的石刻楹联等

堪称太白楼的镇馆之宝。”

2009 年 ，这 些 珍 贵 文 物 走 出“ 深

闺”，李白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但随

着游客的增加，近 60 年没有大型修缮的

太白楼出现了木质楼梯、木质地板颤

动、脱漆、缝隙增大等现象，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济宁市文物局多次组织专

家论证，依据文物修缮“修旧如旧”的原

则，斥资近 300 万元对太白楼进行了大

规模的修缮。

古都文化新名片

“济宁是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

市，孔孟文化、大运河文化、水浒文化……

都足以让这个千年古都熠熠生辉。但

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济宁城区的传统

文 化 长 期 以 来 并 没 有 受 到 足 够 的 重

视。”一直从事济宁文化研究的杨义堂

认为，李白文化发掘的并不够。

“太白楼因为李白而成为济宁千秋

独步的历史名楼，它有着时代的烙印，

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李白和李白思

想的解读，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符

号，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在传承，

并以实物为载体得以延续。太白楼独

有的文化内涵，使这座充满诗歌气息和

文化韵味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情

怀和唐风遗韵。”杨义堂这样解释当初

申报“名楼”的初衷。

盛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唐诗

可称为盛唐文化的代表，而李白无疑是

唐诗的“代言人”。杨义堂认为，从这个

角度上来说，太白楼当选中国历史文化

名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着

重要的意义。

“李白的诗在日本、韩国、东南亚、

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着深远

的影响，以太白楼当选‘名楼’为契机，

可以重新认识太白楼的历史文化价值，

使李白文化成为济宁对外交往的又一

文化品牌。”杨义堂称。

近年 来 ，临 沂 市 兰 山 区 加 强 社

区 文 化 建 设 ，广 泛 开 展 社 区 文 化 活

动，群众在文化广场上载歌载舞、篮

球 场 上 激 情 四 射 ，农 家 书 屋 里 快 乐

阅 读 ……社区群众充分享受到了文

化发展的红利。

庄户剧团找到演出场地

12 月 11 日，兰山区溜山梆子剧团

团长王英义来到汪沟镇农贸市场西

侧的“乡村大舞台”，筹划趁农闲在这

里举办一场溜山梆子专场演出。

有专门的演出场地，这在以前，

王英义想都不敢想。“在兰山，仅大规

模的群众文化队伍就有 200 多支，由

于缺乏场地，我们乡镇文化队伍一直

以来都是走街串巷进行演出。”

2013 年，结合城镇规划建设和农

村大社区建设，按照山东省、临沂市

“文化惠民、服务群众”16 件实事的部

署要求，兰山区先后投入了 500 多万

元，依托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大院等文

化场所，在全区各乡镇统一搭建“乡村

大舞台”，免费开展文艺演出、放电影、

送图书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10 月 18 日，兰山区首届广场舞大

赛开赛，区中心大舞台围满了前来看

节目的村民，来自各镇街 17 支队伍表

演的广场舞、秧歌舞，赢得台下群众

阵阵喝彩。而方城镇“一枝独秀”舞

蹈团更是风靡全区，他们表演的《最

炫民族风》，让现场观众欢喜连连。

郭延东是方城镇西东蒋村的村

民，每天吃过晚饭，只要天公作美，他

都会准时来到大舞台，接上音箱、放

上碟片，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

“之前吃完晚饭不是在家看电视，就

是 和 同 村 人 打 牌 ，没 有 更 多 娱 乐 活

动。自从村里大舞台建成后，当地许

多居民都会如约在这里聚集，跳舞、

唱歌……”

据西关社区文教卫生办公室主

任李群介绍，每天，大舞台都会上演

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村

民忙着取乐子，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理

会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减少了，健康

向上的社会新风尚逐渐形成了。

文化大院变成“致富讲堂”

农村变城镇，农民变工人，社区

服务中心、超市、医院等配套设施全

面启用，临沂的社区建设让农村人也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物质生活丰富

的同时，文化生活也没有落下。

作为兰山区的代表社区——西关

社区，率先尝到了社区文化建设的甜

头：社区里有好几块平整的舞蹈广场，

还有农家书屋、文化大院、娱乐中心，听

戏、看电影都不用出大门，文艺演出、科

普讲座、各类社区活动长年不断。

12 月 11 日下午，西关社区的蔬菜

种植户李恩祥正在社区书屋里，仔细

翻看着一本关于豆类种植技术的资

料书，因为这个冬天他想在自家的大

棚里种芸豆。“看看书总比自己摸索

着干强。”李恩祥告诉记者，过几天县

里的农技专家来讲课，他还有一大摞

问题要咨询。

“农家书屋和文化大院要想建有

所用，关键是要给居民带来福利。”

兰山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孟庆香告诉

记者，借助大社区建设的契机，兰山

区 的 文 化 部 门 和 农 业 部 门 、教 育 部

门走到了一起，“文化、致富和教育

集中起来一起搞，居民得到了实惠，

他 们 就 会 自 觉 地 来 到 文 化 大 院 ，场

地 被 利 用 起 来 ，文 化 活 动 开 展 起 来

也就更顺利了。”

“现在只要社区的大喇叭一喊，

我们就会来文化大院。”李恩祥说，社

区的居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文

化大院给他们的生活、生产带来的好

处和变化。李恩祥还特别告诉记者，

今年社区专门邀请了舞蹈老师组织

妇女们成立了农家舞蹈队。“晚上，有

上百口人在社区广场跳集体舞，那阵

势可壮观了。”

西关社区农家书屋兼职管理员

朱 景 云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每 天 都 有

三四十个社区居民来书屋看书。“很

多孩子放学后选择在这里做功课，家

长下班后再把孩子领回家。”

社区模特队登上“专业舞台”

“最美不过夕阳红，猫步一走多

从容……”12 月 8 日，东苗庄金阳花园

广场，记者见到正在排练诗歌朗诵的

老年模特队。模特队的节目很丰富，

除了时装走秀，还有歌唱、舞蹈及诗

歌朗诵等节目。

“模特队就是从社区里走出来的，

从资金到场地，东苗庄社区对我们的

支持最大。”一身旗袍装束的队长董晓

丽说，模特队一开始就有不少来自东

苗庄社区的队员，东苗庄社区有专门

的道具服装间，有带落地镜和舞台的

多功能厅，可供上百人一起走秀的文

化广场，是个理想的排练演出基地。

老年模特队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刚开始只有 6 名成员，四处找公

共广场排练。大社区建设为他们的

活动提供了营养充足的土壤。“参与

活动的人多了，场地也规范了。”从

2012 年初，模特队开始在兰山区各社

区巡回演出。结果越演人气越旺，越

演队伍越壮大。到现在模特队有队

员 50 余人。模特队的队友们说：“能

聚到一起，是因为赶上好时候了。”

“我退休后也跟着你们练，你们得

教我。”在彩排现场搞后勤保障的东苗

庄社区居委会干部段传芬说，看着老

年模特队这样的群众文艺团体能发展

壮大起来，她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近几年，东苗庄社区大力助推社

区文艺惠民，兴建了文体中心、文化

广场、排练厅，购置了上百套演出服

装和各类锣鼓乐器。东苗庄社区不

仅有老年模特队，还组建了秧歌队、

锣鼓队。一到节庆假期，各路群众文

化团队赛歌比节目，整个社区欢声笑

语、热闹非凡。

兰山区有不少像老年模特队一

样诞生于社区、壮大于社区的群众自

发艺术团体，现已走出社区，走向了

更大的舞台。老年模特队被临沂市

群众文化艺术馆纳入正规的培训体

系，艺术馆的老师每周对他们进行专

业训练，“临沂群星艺术团中老年模

特队”走上了临沂市书圣艺术节等大

型演出舞台，与各类专业演出团队同

台演出。

日前有媒体爆出，青岛胶州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钱某在检查网

吧前，给网吧老板发短信“报告”。后经

相关部门调查，情况属实，钱某被免去

职务。执法前先送“鸡毛信”，这位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犯法，不能姑息！

第一，规范文化市场的同时，执法

人员也需自律。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

是为规范音像、网络、娱乐等文化市场

有序运行而设立的综合执法机构，也是

保证社会文化健康运行的最后一道屏

障。钱某作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对本机构的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行动

有一定了解，获知情况后不是“严格保

密”，而是干起了“通讯员”的行当，置国

家法律条文于不顾，将有关行动泄露给

网吧。从这一点看，被免职实属应当。

第二，网吧行业发展面临困境。近

些年，伴随互联网兴起的网吧正在渐渐

淡出社会视野。抛开一线、二线城市不

谈，笔者老家县城的网吧近年来也纷纷

关门，成了火锅店或服装门市。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与数字化城市的建设，导致

越来越多的网吧举步维艰，提高硬件设

施水平、降低消费价格，有的干脆“降低

门槛”，请未成年人进来。2002 年开始

施行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

场所，违者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需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个别网吧敢冒风险接纳未成

年人，关键还是顾客太少。倒退 10 年，

网吧“黄金时代”，谁会去冒这个险？

第三，充当网吧“内线”，实为“挖坑

害人”。业内人士介绍，对于网吧，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人员通常的检查项目包

括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安装非法监控软

件、超时经营，但更重要的是排查消防

安全隐患。未悬挂禁止吸烟标志、封锁

门窗、安全通道不开等都可被处罚。近

段时间，个别地区触目惊心的火灾告诉

我们：任何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都

是“救命稻草”。倘若网吧经营者出于

私利关闭安全出口，一旦有火灾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个别徇私枉法者检查

前给网吧报信，网吧老板藏匿未成年

人，暂时打开消防安全门，搞一场例行

“演练”。执法者走了，继续紧闭大门、

欢迎未成年人，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

埋下祸根。

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承担着促进社会

和谐的重要职能，也是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的重要屏障。执法者送“鸡毛信”，将自身

私利放首位，泄露执法信息，破坏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建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执法者岂能暗送“鸡毛信”
苏 锐

济宁太白楼（资料图）

12 月 13 日，平阴县东阿镇白塔小学课外活动 170 余名小学生在校园里扭起了秧歌。为弘扬传统文化，该校特邀了黄石山下

的几位秧歌老师指导学生练习秧歌，使当地传统文化走进了校园。 王化琦 摄影报道

图片 闻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日前，淄川区书法爱好者牛国卜正在书写对联。自今年 6月份开始，他

专门定做纸张，坚持每天自写对联，决定在 2014 年新年来临之际，书写 1 万

副免费送给全区乡亲。 闫盛霆 摄影报道

大秧歌“舞”进小学校园

12 月 15 日，第十一届日照市舞台艺术大赛全部赛程落下帷幕，自 11

月 23 日大赛开始以来，共有 115 个节目、超过 500 名来自基层的文化人才

报名参加。作为日照市重要的艺术人才孵化品牌，日照市舞台艺术大赛

已成功举办 10 届，发现和培养了众多艺术人才。图为决赛现场的中老年

舞蹈表演。 王松松 尹德文 摄影报道

“诗仙”文化成为济宁新名片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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