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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道德高地 建设文化强省

40余家儒学社团联合发布《曲阜共识》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9

月 20日至 21日，中国孔子基金会成

立 30 周年大会暨第二届中国儒学

社团联席会议在山东省曲阜市召

开。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

守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万志

等出席开幕式，来自海内外的 150

余位知名学者参加并经讨论一致

通过《曲阜共识》。

《曲阜共识》由第二届中国儒学

社团联席会议参会儒学社团联署，

建议全国儒学社团从两方面承担时

代担当。一是提高认识，继往开来，

争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主力军和先锋队。《曲阜共识》提出，

全国儒学社团将学以致用，做弘扬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知行合一，做凝聚向上向善力量的

推动者；修德务实，做坚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勇于担当，争

做当代儒学继承发展的创新者。二

是联合行动，制定规划，健康有序地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应用和普

及推广工作。《曲阜共识》建议全国

各地儒学社团团结起来，形成一个

有共同理想目标、信息资源共享、工

作相互支持的社会群体；建立全国

儒学社团之间的信息沟通、资源共

享机制；建立一个有效推动学术研

究和普及推广活动的激励机制。

孙守刚在讲话中指出，孔子是

世 界 文 化 巨 人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象

征，是齐鲁文化的标志；山东是“孔

孟之乡、礼仪之邦”，山东为儒家文

化 、齐 鲁 文 化 的 辉 煌 灿 烂 感 到 自

豪，对孔子儒学这一宝贵精神财富

和丰厚文化遗产无比珍视，这是打

造山东道德高地的精神底蕴，是加

快建设文化强省的独特优势。

9 月 20 日，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在曲阜市召开。相

关负责人在会上回顾了中国孔子基

金会 30 年来走过的历程，并对基金会

今后的工作方向进行了阐述。

中国孔子基 金 会 是 国 家 支 持 的

全 国 性 学 术 基金组织，在成立之初

的《公告》和《章程》中明确宣布：基

金会的宗旨是团结与组织全国学术

界 对 孔 子 、儒 家 和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思

想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系统的、深

入的科学研究，根据实事求是、去粗

取精、古为今用的原则，发扬孔子、

儒家学说和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优

秀传统，为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的

贡献。同时宣布，基金会将联络、组

织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在孔子研究

领域作出成绩，以期对人类文明和社

会进步有所贡献。30 年来，中国孔子

基金会积极践行自己确 立 的 宗 旨 ，

在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 文 化

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

王大千介绍，基金会成立以来，积极组

织学术活动，推动孔子思想和儒家文

化的发掘与研究。“我们组织与邀请海

内外专家学者就‘儒学的核心价值与

现代意义’‘儒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

’‘儒学与全球伦理’‘儒学与 21 世纪’

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均在海内外

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王

大千介绍，基金会组织的很多学术会

议都开了两岸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的

先 河 ，为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确

立，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丰富

的思想资源。30 年来基金会单独主

办或与其他团体、机构合作主办大、

中、小型学术讨论会议 80多次。

编辑出版学术期刊和著作，与时

俱进反映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研究

的最新成果，是基金会 30 年来所做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王 大 千 介 绍 ，1986

年，基金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如今，

这份刊物连续出版了 28 年，已成为学

术 界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核 心 期 刊 之 一 。

此外，基金会还于 1987 年组织编写了

《近四十年孔子研究论文选编》、《孔

子研究论文著作目录（1949—1986）》；

2001 年 创 办《中 国 儒 学 年 鉴》；2005

年，基金会将四川大学《儒藏》编纂工

程列入该会重大项目进行联合编纂

与支持……截至目前，基金会编纂出

版的部分书籍获得了全国优秀图书

奖，有的还被孔子学院指定为教材。

伴随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社

会的需求，基金会积极开展社会普及

工作，积极推动儒学日常化、生活化、

科学化、信息化，让儒学走向社会、走

向大众、走向青年。王大千介绍，2006

年，基金会开始实施了《论语》普及工

程，推动《论语》进学校、进社区、进行

业；2007 年，创办了“中国孔子网”；

2008 年，创办了“孔子文化主题校园”

“国学流动图书馆”。同时，基金会还

联合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等单位，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在济南连续组织了 3 届“儿童经典

诵读美读大赛”；2009 年，基金会与山

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崇德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联合制作了104集动漫《孔子》。

30 年来，基金会以各种形式走出

去、请进来，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的学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王 大 千 说 ，2005 年 ，基 金 会 启 动 了

“《论语》译介工程”，历时 10 年先后出

版了中英文、中日文等版本《论语》，

受到了海内外的欢迎。2009 年，中国

孔子基金会联合社会各界开展了“孔

子文化世界行”活动，到目前已走遍

了 5 大洲 30 多个国家，在海外孔子学

院和主流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 1984 年经中

央批准，由政府拨付专款支持的全国

性乃至有国际性的文化学术基金组

织，基本宗旨是通过社会支持，多方

募集基金，积极组织和推动孔子、儒

学及中国传统研究工作，为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促进

国际间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和平、团

结与进步事业服务。

古为今用 与时俱进
—中国孔子基金会三十而立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与韩国一家音乐剧服务公司负责

人攀谈，讲到近来其公司拟向中国引进

一些韩国演艺产品。“演出成本导致的

高票价怎么办？”“观众对音乐剧‘感冒’

吗？”面对笔者一系列疑问，这位负责人

只是一笑，用不流利的中文说，“我们的

东 西 都 是 原 创 的 ，出 来 演 ，政 府 给 补

贴。”这家公司引进中国的剧目，大部分

带有韩剧的影子，部分节目的主演即是

在中国大热的韩国明星。上述负责人

毫不掩饰自信，“韩剧很火，韩国的音乐

剧也会不错。”

韩国音乐剧发展历史不长，从学习

欧美起步，到如今向整个亚洲乃至欧美

“出口”。这其中在于，一是韩国音乐剧

制作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二是

韩国政府通过专门社会机构对每年出

品的音乐剧进行评选的，择优给予补贴

出国演出，扩大本国文化产品的影响

力。一位加拿大演艺经纪人告诉笔者，

世界期待了解中国，期待中国出品更多

演艺产品。

截至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

生产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但除了跟风效

仿外，不少编剧对各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视而不见。《卧虎藏龙》曾让西方人了解

中国武侠艺术的魅力，世界各地的孔子

学院也吸引了大批汉字迷。这些都是

做得好的例子，其中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常说推动文化走出去，演艺产品

是最好的载体之一。不过在走出去之前，

创作者应该自省：作品能否区别于当地的

文化？作品中存不存在他

国观众易于接受的方面？

了解别人，彰显自己，演艺

品走向海外需练好内功。

微言
大义

演艺品走出去需练好内功
清 风

本报讯 9 月 19 日至 20 日，2014 中国国际演出商大会在泰安

市举行。

本届中国国际演出商大会共签约包括百部精品剧目全国展

演工程及舞台剧《战马》、音乐舞蹈剧《东方红》等，总交易额达 8.5

亿元。

该大会旨在“聚精英、搭平台、谋发展”，并致力于加强地区、

国际间演出信息的交流和沟通，提升中国演出行业国际形象和国

际影响力。目前大会已形成了“会议论坛+国际峰会+展览展示+

剧目展演+推介签约+颁奖盛典”六位一体的运作方式。 （清 风）

国际演出商大会交易额达8.5亿元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 获 悉 ，为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65 周 年 ，山 东 省 直 文 化 系 统 将 在

“十一”前后推出系列文化活动，突出传统文化特色，丰富民众

节日生活。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胡上山介绍，系列文化活动涵盖剧目

演出、曲艺晚会、美术展览等多种形式，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期

间不间断。省直公共文化设施每天接待能力预计破万人次，剧

场演出也将延续“十艺节”期间的低票价机制，力推惠民票。

与往年相比，今年庆“十一”活动的传统文化展示、展览、体验

内容较多。山东省图书馆将举办“册府千华”——省藏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特展，省博物馆举办馆藏文物“走出博物馆、走进百姓

家”活动，省文化馆举办全省非遗保护成果展等。国庆期间，山东

着力打造的传统文化传承主阵地——尼山书院，也将开展吕剧、

剪纸、《弟子规》等国学讲堂，让民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山东庆国庆文化活动突出传统味道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9 月 22

日，山东省文化厅公布山东省备战第

十 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新创作品初

选入围名单，包括女声表演唱《山乡故

事》等 76 件作品。这些作品在“十一艺

节”前将继续打磨提高，并将在基层开

展免费巡演活动。

为展现全省创作成果，山东省文化

厅今年开展了全省群文作品创作选拔活

动，各市、各单位共选送作品 252 件。经

评审委员会审核评议，共择优选出 76 件

优秀作品，占申报作品的 30%，涵盖音乐

类 25件、舞蹈类 20件、戏剧类 16件、曲艺

类 15件。其中，青岛、济宁和山东省文化

馆作品入围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 12件、

10件、7件。

山东 76件作品备战“十一艺节”群星奖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孟娟）9 月 21

日，由山东省文联、省文化厅、山东画院

主办的“水墨青锋——杨晓刚中国人物

画作品展”在荣宝斋济南分店开展。

展览集中展出杨晓刚近年涉猎较多

的包括彝族、历史人物、写生作品及佛像

白描等题材的近百件人物画精品。不同

于许多画家对于人物面部表情的孜孜追

求，杨晓刚选择弱化人物表情，一些作品

甚至完全过滤了人物的喜怒形色，代之

以平和、平静、平实的瞬间形象与神情的

定格。展览将持续至 27日。

杨晓刚，济南人，现为山东画院研

究部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

获奖。

杨晓刚百幅佳作展水墨青锋

做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王松松

本报讯 9 月 23 日，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山

东演艺集团协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65周年“老百姓最喜爱的

戏”——全省优秀小型戏剧新创作剧目展演在济南历山剧院

启幕。柳琴戏《情满桃花湾》、吕剧《村官上树》、五音戏《英雄

铁山》、山东梆子《招魂儿》依次亮相，

《情满桃花湾》以轻喜剧形式，通过两代人一波三折的爱

情故事，反映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城乡差别变迁及人们思想

观念的转变。《村官上树》讲述了一个穷村官为村里修公路筹

集资金，处处受阻，被迫多次上树，最终以抵押自家房屋贷款

的方式筹齐修路资金的故事。《英雄铁山》通过祖孙两人的对

话，向人们展示出抗日战争时期铁山人民为保家园做出的牺

牲和奉献。《招魂儿》聚焦现实题材，嗜赌如命的男主角妻离

子散、被人追债，最终被妻子“骂”醒，幡然悔悟。首场演出的

4 部小戏受到不少戏迷好评。济南市民佟志海说，《招魂儿》

给他印象深刻，这部小戏从曲调到唱段均保留了山东梆子的

韵味，题材耳目一新，唱腔令人回味无穷。

本次展演以“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宗旨，旨

在展示山东各地小型戏剧创作的优秀成果，促进齐鲁小型戏

剧作品的健康发展。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说，相信

此次活动的举办，能推出一批立意深远、艺术精湛、深受老百

姓喜爱的小戏佳作，对加强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和扶持基层

艺术院团，推动小型戏剧艺术的发展，促进山东文化艺术事

业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苏 锐 孙丛丛）

99月月 2020日日，，山左先贤与齐鲁典籍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山左先贤与齐鲁典籍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 3535届年会在山东省图书馆召开届年会在山东省图书馆召开，，就山东古代先哲就山东古代先哲、、齐鲁传统典籍齐鲁传统典籍、、古典古典

文献理论与实践等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文献理论与实践等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课本如何对待古代诗歌散文课本如何对待古代诗歌散文？？古诗典籍在现世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古诗典籍在现世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能够让书写在古籍如何能够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里的文字活起来？？带着系列问题带着系列问题，，笔者采访了与会专家笔者采访了与会专家。。

非遗展演走进山东工艺美院

山东新创小戏展演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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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欢 快 的 山 东 大 鼓《乐 开

怀》、精彩的山东琴书《正反话》、精湛的

雷琴独奏《乱红》……9 月 23 日，第三届

中国非遗博览会序幕活动“非物质文化

进校园”展演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

办，济南曲艺团为长清大学城学子奉献

了一场精彩的传统曲艺视听盛宴。

演出现场，演员们就山东琴书、山

东快书等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情况

向在校学生进行了讲解，并鼓励学生进

行社会实践，积极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

承与保护工作中。 （王松松）

古诗文典籍“要扬不能弃”

从《诗经》、《春秋左传》到清代的大量

优秀诗词和散文，大学四年，汉语言专业

的张丽几乎读遍了老师推荐的所有书目，

“读得越多，感觉知道得越少。”2013 年，她

辞去鲁东大学教师的工作，今年顺利成为

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专攻古代文学专

业，“各种典籍和优秀的文化作品是中华

文化的载体，要不断发扬。”

9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师范大

学看望一线教师，在翻看课标书时曾指

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

中去掉。“文字产生以前，就有了口传的诗

歌，古诗中隐含着丰富的哲理，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基因。”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教授窦秀艳说。

今年 6 月 5 日，孟子研究院启动《孟子

文献集成》编撰工作，计划将千余种孟子

历史文献版本收录其中。“此举有利于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孟子思想的国

际影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师孟凡港认为，古诗典籍要捡不能丢，要

扬不能弃。

古人精神“陶冶孩子心灵”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文杰曾

应邀到吉林图书馆做过《尚书》、古籍诗词

赏析与五德终始的传统文化讲座。“讲座

一般在周末举行，听讲座的有两类人，一

是由家长陪同前来的儿童，二是离退休的

老人。家长希望以此陶冶孩子的心灵；老

人可以寻求在对传统文化的咀嚼中来感

悟人生的意义和过程。”

有人认为，删去低幼教材中的古典诗

词和散文，将来在初高中时还可以再学。

窦秀艳则说：“应该从小培养儿童对中华

古典文化的敬畏和兴趣。”

“从 儒 家 修 身 经 世 的 深 邃 理 论 到 道

家恬淡无为的放达情怀，从先秦古朴瑰

丽的神话到两汉铺陈宏阔的大赋，从唐

宋清雅哲思的散文到元代雅俗共赏的元

曲，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曹

文杰说，近几十年，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

虽然日新月异，“但理智远胜于情怀，没

了一卷在握，读之，诵之，背之的韵味和

雅趣。”

把古诗文读到心里去

“读古诗文需要走近古人，认知作者

写作诗文时的生活背景、人生境遇和主

观情志。”曹文杰不止一次听过叶嘉莹的

讲座，“她说每每讲到杜甫的《秋兴》诗，

不自觉就会热泪盈眶。”在曹文杰看来，

只有走近古人，才能把准古典诗文的精

神命脉。

“经典诗文读多了，会对人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孟凡港坚持每天睡觉前读两篇经

典古词，“读古诗典籍要摆脱简单的思古之

情，在诗文的陶冶下，关照现实人生。”

让孩 子 们 穿 上 古 装 ，在 复 古 的 环 境

中读《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之类

的古书？窦秀艳不自觉地提高嗓音，“如

果是想让孩子了解这种仪式或者读书的

目的，并非不可取，但如果把它当作一种

炒作的噱头就显得荒唐，现代的孩子，没

有必要回到古代的‘私塾’中去读经。”

“不少家长把背《唐诗三百首》当成一

项技能，看成是孩子赢得掌声和认可的敲

门 砖 ，带 着 功 利 目 的 去 读 诗 ，还 不 如 不

读。”在曹文杰看来，古诗典籍是净心塑灵

的文化，“只有把古诗读到心里去，才能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