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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驻 山 东 记 者 常 会 学

苏锐）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济南市，拥

有 2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97 处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文 化 遗 产 资 源 丰

富。为提高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济南市

文 物 局 健 全 宣 传 工 作 机 制，利 用 各 级

媒 体 加 大 宣 传 力 度。 同 时 ，济 南 市 各

级博物馆常年不定期送展览到偏远地

区的学校、部队等。仅 2013 年就累计送

展近 30 次，服务观众一万余人。在济

南府学文庙，这一始建于宋代的文保单

位如今已成为泉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平台。新春祈福礼、开笔礼、甲

午春季祭孔大典、国学大讲堂……系

列公益文化活动增加了孩子们接触传

统文化的机会。

利用新兴媒体普及文物知识在山

东各地屡见不鲜。在齐文化发祥地淄

博市，当地文物部门于 2010年开通了淄

博文物信息网和官方微博，及时发布淄

博市文物工作通知公告及民众关心的

新闻信息。截至 9 月中旬，淄博文物信

息网访问量已突破 118万人次。文博资

讯、文物鉴赏等栏目深受民众欢迎。

为提高知名度，位于广饶县的东营

市历史博物馆本着“走出去、请进来”原

则，常年与当地中小学保持联系，并定

期赴部门学校举办展览，邀请专家给孩

子们讲解相关文物历史知识。此外，东

营市历史博物馆还编写了乡土教材，诸

如《兵圣孙武》、《孙子研究新论》等，用

翔实的资料和图片帮助民众了解本地

文化。

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市，拥

有 2100 余年建城史。为提高基层民众

文物保护意识，当地每年定期向农村群

众开展宣传。在文物点比较散乱的乡

镇，当地文保部门利用农村赶集时机，

通过摆放文化遗产介绍、发放文物保护

倡议书等形式开展宣传，并面向民众提

供现场咨询。

今年 3 月开始组建的潍坊市文物

局，人员少、文保压力大。为打造文物

宣传新阵地，潍坊市文物局利用市博物

馆这一平台，坚持举办原创性展览，吸

引民众走进来。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潍坊市共举办原创文物展览 38个，参展

人数逾 100万人次。

德州市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

美誉，文化遗产众多。为调动民众参

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德州市文物局制

定了承办督办制度。受理群众关于文

物遭破坏的举报后，德州市文物局填

写接收文物举报信息承办单，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传至相关县区的文物主管

部 门 ，督 查 其 办 理 相 关 事 项 ，并 及 时

将处理结果反馈。2011 年实施以来，

承 办 督 办 制 度 由 最 初 每 年 接 报 10 余

起发展到如今每年 30 多起，对文物保

护起到了有力促进作用。

山东文博系统多方位普及文物知识

实现观众与文物“零距离”

短穗花鼓进课堂

左手持鼓槌在腰左侧打点挽花，

右手将穗缨甩至背后、胸前，运用跨

腿、缠腰、跳步等动作，以鼓槌前后、

左右、上下准确击打鼓面中心……采

访现场，张兰青做起了示范。张兰青

是短穗花鼓传承人，从小练习花鼓的

她深知要做到人、穗、鼓完全合一有

多么不容易，“要真正学会，没有几年

功夫是不行的。”

2006 年，陈官短穗花鼓入选山东

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那时起，张兰青便开始义务教孩子

打鼓。近年来，陈官乡中心小学将短

穗花鼓舞引进课堂，使这项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乡土艺术成为了学校的

特色教育课程。2011 年 6 月 13 日，在

山东省“喜迎‘十艺节’，备战群星奖”

全省社会文化新创作品调演活动中，

一群头戴花围巾、身穿花围裙的小学

生登上舞台，陈官短穗花鼓成功入选

“十艺节”演出节目。

“没有娴熟和精准的技术难以击

中鼓面，必须用左臂肘压着鼓帮，左

手 腕 又 要 灵 活 地 与 右 手 腕 同 时 舞

花。”小学员刘虹糁曾无数次把穗子

甩到身上，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能坚持下来的

同学很少。”

带着“跑驴”走出去

“一曲王小赶脚戏，自创‘驴戏’

写华章。‘驴戏’唱到黑龙江，‘东北虎

’听了都迷上；‘驴戏’唱到大江南，抗

日战争走在前。”9 月 19 日，在广饶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上，孙斗跑驴

第四代传人、68岁的孙奎山向前来参

观的游客唱起了孙斗跑驴的由来。

“孙斗跑驴的跑法有 13 种，能表

演出走驴、惊驴、爬坡、打滚、拉驴出

泥等动作。”孙奎山说，如今经过重新

改制的“驴”，不仅可以动耳、摇尾、眨

眼、张嘴，而且可以转向进行“旋转

360度倒骑”。

2004 年，孙奎山组织成立了斗柯

社区跑驴队，并多次带队参加了市、

县、乡组织的文艺演出，受到当地群

众的喜爱。为保护孙斗跑驴这一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饶县投资

建设了孙斗跑驴排练馆，为这个传统

节目购置了演出器材、服装等；并在

陈官乡中心小学成立了孙斗跑驴俱

乐部，现已有队员 100余人，由孙奎山

定期辅导。

“晚上的开幕式上，还有小学生

们的跑驴演出。”在孙奎山看来，从小

培养学生的兴趣，他们上了大学，走

出县城，就能把孙斗跑驴带向全国。

传承还需多“露脸”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和核心

是传承人，以学生为传承主体，解决

非遗断代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尝

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将

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东营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商昌峰说，目前，东营市已有很多学

校开展了非遗进校园活动，“我们期

望用校园教育的手段，传承民间文

化，让非遗回归日常生活。”

“培养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们接

触到传统非遗只是第一步，非遗传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老汉摔跤”

的第七代传承人王利泉看来，虽然现

在非遗课堂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

孩子们也很喜欢，但也要尽可能多地

给他们提供表演机会，“多露脸，他们

学习起来才能更有兴头。”

在西牧林看来，非遗进校园再走

上舞台是一条相对成熟的传承尝试，

“孩子学习‘非遗’文化的兴趣需要适

当的刺激，而在舞台上的被关注感无

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山东培训优秀中青年戏曲演员
本报讯 9 月 1 日至 20 日，2014 年山东省戏曲主要演员培训班在北京中国戏曲学院

举办。此次培训以近年来山东省戏曲舞台上涌现的 23 名艺术水平高、培养潜力大、

承担主要演员的优秀中青年戏曲演员为培养对象，聘请知名教授从声乐、舞台节奏

与调度、中国古诗词鉴赏、戏曲表演创作、戏剧评论等方面，对学员进行了全方位强

化训练。 （孟 娟 李 娟）

威海举办纪念甲午战争书法展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近日，纪念甲午战争暨庆祝辽宁舰入列两周年全军老将

军书法展在威海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 600 余位书法作者的 1200 余幅作品，作者

中包括上将 62名、中将 110名、少将 436名。

潍坊推出国产影片展映迎国庆
本报讯 潍坊市文广新局近日开始在全市广场、社区等大型公共场所开展“庆祝新中国

成立65周年重点国产影片展映”活动。参展影片包括多部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入选影片及

其他国产优秀新片。放映范围包括农村、社区、广场、学校、厂矿和军营等。（苏 锐 肖延安）

德州参展山东文博会成果丰硕
本报讯 记者 9 月 23 日从德州市文广新局获悉，在日前闭幕的第五届山东省文博会

上，德州市 30余家文化产业企业和文化产品制作经营企业参展。4天的展会，德州展区集

中展示了 300余件文化产品，共接待参观者 68万人次；签约项目 11个，总投资 324亿元，观

展人数及项目投资额均创历届文博会德州参展新高。近期，德州市获评第五届山东文博

会“特别创新奖”“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展示奖”。 （清 风 石 岳）

章丘暑期网吧专项整治成效显著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章丘市自 8月初开展暑期网吧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文化执

法、公安、工商、消防等部门发挥联合执法优势，重点检查经营单位实名制登记、互联网安全

技术保护制度以及消防安全设施等内容，对存在超范围经营、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未按要求

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有效信息的经营单位进行严厉查处，全力打击文化市场各类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取得了预期效果。截至 9月 15日，共检查网吧 114余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805人

次，消除网吧安全隐患 27家次，查处违规经营单位 23家。其中，2家网吧因一次性接纳 3名

以上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而被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责令限期整改 21家。

坊子区探索开展群文活动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9 月 22 日从坊子区文化部门获悉，该区今年初以来共举办全区性的群

众文化活动 86 场次，共有 350 支业余文化队伍参加，参与群众达 1.8 万人次，活动场次、参

与人数较往年同期均有提升。

近年来，坊子区在资金保障、活动内容、组织方式 3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资金保障

由以财政资金包办为主向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转变；活动内容由以单位举办晚会为

主向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转变；组织方式由在固定地点举办单场送戏活动为主向城乡联

动转变，开拓了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新模式。 （清 风）

在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的今天，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变化得千差

万别。有的人以社会批判者自居，对各

种社会问题一味抨击，却提不出任何建

设性意见；有的人把学术操守抛到一边，

用专家头衔寻租，热衷于为各类利益集

团代言。这些知识分子是孔子说的小人

儒，而非君子儒；更像是鲁迅先生笔下描

绘的那样，“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缺乏自我

反省精神。

2007年建立的尼山圣源书院，从书院

创办之初就制定了“民办公助、书院所有、

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宗旨，本着用儒家

的精神，办儒家的事业的原则，联络国内

外学者，继承和发展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

传统，通过尼山论道、尼山会讲、尼山论坛

等载体，探索儒学的当代使命及其发展路

径，为儒学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培育儒

学人才与教师，儒学学术交流与创新，做

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乡土文明曾经是儒家文化的社会基

础，可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

和市场化社会的急速转型，使得乡村的伦

理问题日益凸显，严峻的现实终于使人们

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

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塑那

里的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才是建设新农

村的当务之急。

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赵法生教授，从 2012 年秋季开

始筹备乡村儒学大讲堂，从 2013 年春节

开始坚持每周到书院所在地圣水峪镇北

东野村开设儒学讲座。重建乡村儒学应

该从哪里开始？“百善孝为先”，也因为

村里老人处境普遍不佳，他们决定先从孝

道开始。如果老人还能下地干活，还过得

去，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会被看成是家

庭包袱，其境况可想而知。第一次讲座就

有几个老人落泪，回去还伤心不已，那肯

定是老人在家里受委屈了。有些很不孝

敬公婆的中年妇女也抱着孩子来听孝道，

因为她们心里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孝

顺自己。可见，孝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这就是儒家道德生命力之所在。

《弟子规》引入礼仪教育，从中演示出

成童礼、开笔礼、冠礼等儒家生活礼仪。

来听课的孩子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礼如

仪，回去后每天还有一道家庭作业，如叠

被子、搬凳子、端便盆等，以培养他们敬老

孝亲的习惯。一年级小朋友庞传奇的奶

奶有腿疾，他年龄小还不会叠被子，就每

天给奶奶端便盆。孩子们的心中已经播

下了孝的种子。

乡村儒学讲座已经办了 30 多期，一

年半下来，北东野村党支部书记庞德海

觉得村子里确确实实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是村里打娘骂老的没有了，社会和

谐了。一次村里和村民发生了矛盾，村

民媳妇把婆婆叫去，让婆婆骂干部。可

她婆婆多少明白些事理，没有骂干部，这

个儿媳妇上去就打了婆婆一巴掌。在乡

村儒学培训过程中，她来参加了学习三

四次，不敢坐在前面，坐在后面，但经过学

习，她确实转变了。最近时常用三轮车拉

着婆婆上这儿上那儿的，还给婆婆买了一

身新衣服。”

“ 我 认 为 学 习 儒 学 比 看 电 视 好 ，电

视上净是些闹离婚的事儿，看多了就想

离婚，到了四五十岁还打离婚，这种节目

对老百姓不好。”北东野村村民 71 岁的庞

兴昌有两个孩子，以前不大知道孝敬老

人，家里动不动就闹腾。“我们老两口都

不识字，也不会给孩子讲道理，孩子不孝

顺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心里不舒坦。但

是通过一年多的乡村儒学学习，孩子们

变化可大了。他们知道老人不易，听话

了，还帮着我种地瓜、花生，客人来了就

叫我去喝酒，以前可没这样。我们老俩

口心里可高兴来，我是尝到学习儒学的

甜头了。”

面对村民讲述儒学，学者们再度反

省：儒学，这种知行合一的学问，为什么对

人对己这么管用？他们的答案是，那些发

乎人心、合乎人性的道理，蕴含着生活之

道、幸福之道、和谐之道。乡村儒学不仅

仅是一项农村文化建设、教育农民的工

作，更是一种教育自己的心灵改造工程。

青年志愿者们说：“投身乡村儒学行动，能

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悦。这不光是

学问的价值，还有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为社会服务中成

就自己，这是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尼

山圣源书院常务副院长。本报驻山东记

者陈丽媛编辑整理）

本报讯 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山东省文化厅、滨州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 11 届中国滨州·博兴小戏艺

术节于 9 月 22 日在滨州市博兴县开

幕。本届小戏艺术节历时 5 天，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个戏种的剧目参

加评比展演。剧种形式包含了山东

省内的吕剧、渔鼓戏、扽腔、俚曲等，

另外，还有山西与内蒙古的二人台，

江苏的淮剧、淮海戏、通剧，黑龙江的

评剧，河南的豫剧，云南的花灯剧等

剧种参加展演。

自 2003 年至今，中国滨州·博兴

小戏艺术节已成功举办了 10 届，共有

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濒危

地方剧种、200多个农村民间剧团参加

了演出评比，参赛剧团累计送戏下乡演

出5000余场（次）。 （孙丛丛 周 瑞）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通

讯员张海梅）记者 9 月 24 日从山东省

图书馆获悉，9月中旬至 10月底，省图

书馆外文部举办“满铁资料系列展之

二——教育侵略”。

“ 满 铁 ”是“ 南 满 洲 铁 道 株 式 会

社”的简称。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经济机关和情报机关，是一个

兼有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等多种职

能的综合性侵略机构。“满铁”当时设

立了许多门类的调查机关，拥有庞大

的调查队伍，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刺

探情报、搜集资料等特务活动，形成

和收藏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和调查资

料，史称“满铁资料”。

在众多的满铁资料中，“教育侵

略”文献，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推行殖

民主义教育的思想驯化工具。这种奴

化教育其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

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效忠日本天

皇为核心价值观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

中华文化，使中国人民甘心顺从侵略

者的奴役统治。此次展览旨在揭示奴

役驯化教育对中国人民的毒害。

从进校园到登舞台
王松松

乡村儒学与历史担当
张 践

中国滨州·博兴小戏艺术节启幕

省图举办满铁资料系列展

9 月 19 日上午，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流动舞台车在槐荫区玉清湖办事处石头庄亮相，济南市“公共文化走进

新农村”系列活动——槐荫区吕剧专场演出精彩上演。当日，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群星艺术团吕剧票友队的演

员们和本馆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为当地百姓送去了吕剧小戏《三拉房》、《闹房》等剧目，让吕剧爱好者们过

了一把戏瘾。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将利用流动舞台车把一台台演出送到各乡镇、社区、学校以及部队，用形式多

样的文化活动丰富泉城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 摄影报道

打场脚微颤，八字腿弓箭，击打头略晃，跑鼓轻如仙……9月 19日，第十届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旅游节在广饶县开幕，国家级非遗项

目——短穗花鼓一经亮相便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参与短穗花鼓演出的演员平均年龄不超过 16 岁，“这是我县推进非遗进校园

活动的成果缩影。”广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西牧林说，非遗不仅要进校园，还要上舞台，光学不练那是假把式。

第十届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旅游节上，诸多非遗民俗展示吸引了小朋

友的眼球。 张 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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