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有朋自远方来，择窗拥几，沏一壶乌龙，便
可与人乐乐，纵论四海；兴之所致，或咿呀哼唱
两段京调，或奏一曲高山流水，便可神交钟期
子牙；独处一室，泼墨挥毫，描摹一幅字画，钤
一枚朱印，便可清雅半日闲……这些日常文化
生活，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也是中国许多百
姓的寻常兴好。

但诸如“茶只是喝，不管好喝不好喝；戏只
是看，不知会看不会看”之类，也是国人的寻常
事。“道日用而不知”，可谓是时下普通国人对
自身文化内涵隔膜疏远的真实写照，外国人就
更是不知其所以然了。

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将普通中国人的小
至日常起居，洒扫应对，大至出仕入宦，修齐治
平，将中华文化的众多精妙处一一呈现，用不
同文化的叙述方式讲中国故事，让人身临其
境、体验感知，相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中华文化都将是“道日用而可知”的。

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
体验基地，即是这样一处所在。

礼乐之兴，在候时待人
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

体验基地的落成，是一个中国“梦”从积蓄、生
发、筹建到最后实现的过程。

曾几何时，振兴中华文化，成为了百多年
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底埋藏的梦。

直到本世纪，这个梦才逐渐生发起来。中
国国力的积累，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越来
越重的分量，对外交流范围、深度的日渐拓展，
为把梦想变成现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2005年，第一次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
没想到，一个由国家汉办发起筹办的会议，吸
引了世界各国三百多位政要、大学校长和汉学
家出席，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和想了解中国
现状的迫切需求，着实让人震撼。这一切，昭示
着中华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春天已经到来。

为顺应持续升温的“汉语热”，国家决定加
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学习国外语言推广机
构经验，如歌德学院、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
等，在全球试点建设孔子学院。山东大学成为
全球首批孔子学院的承建院校之一。截至目
前，全球已建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所孔子
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一届，有千
名外国校长、学界代表参加的孔子学院大会已
经成为一项中华文化国际交流的盛事。

然而，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
问题也渐次浮现。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
部总干事许琳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孔
子学院比作“文化超市”，现在“超市”建起来
了，却发现有市场，缺产品，后继的配套供应体
系也很不健全。

面对这种情况，外建孔子学院，内建汉语
国际推广基地，把基地打造为汉语国际推广的
航母，为海外孔子学院提供支持，成为一种现
实战略抉择。2008年，国家建设首批10所汉语国
际推广基地。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
验基地成为这支“第一梯队”中唯一一家以中
华文化研究与体验为主旨功能的基地。

礼乐之兴，必待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

行。基地主任宁继鸣教授讲到，“我心中一直有
一个梦，梦想将蕴藏在老百姓心里、牢牢内化
于我们平常一言一行中最普通的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表现出来，传播开去。”的确，只有当每
一个中国普通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独特的叙述
方式与行为去展示、践行中华文化的“心”与

“根”，百多年来的中国“梦”，才能一步步走向
现实。

集文化体验与教学、人才培养与培训、理
论探索与研究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山东大学中
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正是在这样一群
志在“为往圣继绝学”、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国际传播事业的有识之士耗心尽力、辛勤奔
走之下，为圆“梦”所作的一次尝试与创新。

以滴水见世界，道日用而可知
位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上，建筑面

积2000多平方米的中华文化体验馆，成为基地
实现文化传播理念的第一个载体。

在文化体验馆的博士们看来，在当代环境
下探索文化传播模式，应以生活化、时代性、国
际视角为标准来甄取中华文化元素，如日常生
活中的茶艺，阴阳五行说，儒、释、道思想等，力
求既易于凝聚目光，又有利于展开不同文化之
间的对话。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
人物之一。在探索构建一种对孔子的立体认知
方式上，体验馆充分考虑传播规律和传播效果
的有机结合，分别采取了七个环节让体验者来
感知孔子的思想，手法新颖。如其中一个环节
借用蒙太奇艺术手法，将分切的“镜头”组接起
来，把轴心时代与诸子百家拼接，既讲稷下学
宫，又介绍柏拉图学园，以一种对比、平等的态
度看待孔子，让外国人更容易接受。另一个环
节则采用广角镜的方式，扩大视野与思维空
间，介绍相关文化主题，如易经八卦，造纸印
刷，汉字源流等等。这样，通过中外文化比较的
方法和世界文明同时空的理念，拉近了与受众
的距离，从而达成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华文化体验馆迎来
了一位特殊的“故事讲述者”。他就是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山东大学儒
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教授。许先生在视察
过程中，兴致极高，亲自示范碑拓、编钟等文化
体验内容。在摆满各式文化教具的展示柜前，
许先生驻足良久，指着一个仿制北宋定窑的白

瓷婴儿枕，当起了“义工”。许先生说，中国古代
有很多文物精品和文化精华，需要我们用巧妙
的视角和手法讲述出来。就说这个婴儿枕吧，
我们都知道台湾故宫博物院有两个宋代的瓷
枕，前不久他们做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子，大家
看了没有不叫好的，讲晚上博物院闭馆了，娃
娃醒了，看到玉白菜上有个蝈蝈，就一路追着
去抓它，其间很多“文物朋友”一起帮忙找，等
等。故事编排得非常好，很有趣。他转头向在场
的教师说，我们大家要学会讲中华文化的故
事，让学习者从中体验文化精华。

体验馆中所有的文化课程，都强调与文化
体验相结合，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可触可摸、
可学可做，通过“体验”融于中华文化，通过“体
验”带走中华文化。据体验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孔子行教图的碑拓体验，是体验馆中体验率最
高的一个项目，一个简化的拓印程序只需要十
几分钟，体验者既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拓碑
工艺，更可以带走“孔子”。有一位日本客人，即
兴在仿制的由山东大学发掘的古编钟上敲奏
了一曲日本民歌《樱花》，博得了满堂喝彩。修
习茶文化课程的学生，要边品茶边将之与各类
茶叶对号入座；上完京剧欣赏课，体验者也可
以带走自己亲手绘制的“关公”、“曹操”京剧脸
谱。在民间工艺区的墙上，更是挂满了外国体
验者现场制作的剪纸、中国结作品。

在各国文化软实力竞争渐趋激烈的今天，
准确看待自身文化，平等对待他国文化，有效
传播中华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工作者最应该
具备的文化自觉与担当。基地对文化传播模式
所作的种种创新，体现了他们蓬勃的激情、深
厚的底蕴和不竭的智慧。

知行合一，体悟文化之精妙
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还重点建设了一批

特色鲜明、合作持久的校外文化体验基地，尝
试开拓一种校外浸濡的文化体验模式。

尼山基地是孔子诞生地，儒家文化的发祥
地，也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永久会址，展示
了齐鲁文化的丰厚底蕴；以台儿庄古城为依托
的枣庄基地，为孔子学院学员和海内外汉语师
资提供以建筑艺术、运河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代
表的集成性中华文化体验；位于济南燕子山社
区的燕山基地，则展现了优秀的社区文化、活
化的文化样态，外国友人在这里兴致勃勃地体
验中国普通居民生活，感受身边的文化和真实
的中国。

与山东省京剧院合作建立的京剧基地更
是创新传播模式，与山东大学海外合建的韩国
东西大学孔子学院共同策划了“带讲解的京
剧”巡演活动，推出《大闹天宫》、《杨门女将》等
诸多新编曲目，演出时增加对京剧的导读、诠
释与互动，深受海外观众好评。先后赴韩国釜
山东西大学、庆州EXPO公园文化厅和日本东
京早稻田大学、京都立命馆大学等地，进行了20
多场具有特色和针对性的京剧演出和文化展
览，观众涵盖从六七岁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的老
人，累计达四万人，达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历史性的机遇，无疑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
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发挥国
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
教学研究基地建设”。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
体验基地的主旨、定位与模式创新，紧贴国
家文化发展战略，将文化体验与文化教学、
文化研究有机结合，构建一种多元文化背景
下“沟通无障碍”的文化传播方式。让更多
的汉语国际师资和文化传播者掌握这一传播
方式，使人人会用“国际话语”，人人能讲
中国故事，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
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摄影：袁凯）

随着电视剧《大染坊》的热播，人们禁不住要
对主人公原型展开猜测。其实，在那时的省城，与

“陈六子”陈寿亭一样的人物还能找出不少，马伯
声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也有一座“大
染坊”，曾经“产品质量冠于全国各企业，与日资
产品竞争于市场”，那便是济南的“仁丰纱厂”。

马伯声，这位工商业界的传奇人物来自泰山
脚下。

马伯声，回族，1890年出生在泰安城内圣泉
街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马仁德本是逃难来
到此地，但乐于助人，人称“马善人”。“马善人”很
重视对马伯声的教育，节衣缩食送儿子进了泰安
城西关的天书观读书。而后，马伯声又受人资助
进了杨氏义塾免费学习。可即便如此，这个“苦孩
子”仍因家境太过贫困几次辍学，约到了18岁时
才勉强读完小学，谋得了一份在当地清真小学任
教的职位。

1911年，经一位泰安耶稣会华籍牧师介绍，
马伯声于次年辞掉工作来到了美国美以美教会
学校泰安萃英中学免费读书。由于学习成绩优
异，他还当起了学校外籍教师的汉语老师，并利
用陪外国人游览泰山的机会，赚取生活费。

一战打响后，马伯声考上了英国来华招募的
翻译职位。自1915年9月启程到1919年底回国，马
伯声在法国博朗城先后参加了搬运军粮和伐木
等劳务。期间，他结识了曾侨居青岛、后又因参战
而被俘的德国人斯密特。经他启发，马伯声意识
到中国落后的原因，遂立志要兴办实业和发展教
育，为国家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回国后，马伯声
于1920年3月来到济南。

来济后，马伯声先后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和
英国永年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期间，其灵活高
效的工作方法、诚实守信的办事态度让他业绩突
出、颇受赏识，后成为经理。而渐渐崭露头角的马
伯声，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纺织业。

1930年，马伯声与商人穆伯仁等决定在济南
筹资兴办纱厂。1932年12月，董事会议召开，重新
修订建厂计划，确定厂名为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1934年6月，位于济南商埠以北，靠近胶济、津
浦两铁路的交通便利地区的仁丰投产，此后，逐
渐发展壮大，纱锭数量和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其
所生产的“蜘蛛美人牌”12磅原白布达到了参与
国际竞争的水准，大受欢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已经成为集纺、织、染于一体，员工近千人的联合
企业，其产品质量冠于全国各企业，与日资产品
竞争于市场，业界称其发展有“奔腾澎湃，一日千
里”之势，被当时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誉之为“后起
之秀”。

而仁丰能称为“后起之秀”，是因为纱厂的发
展处处体现了马伯声们的经营智慧。

为使生产设备不落后于外资企业，他们分别
从英、日等国购入最新式的纺纱和自动织布机
械，使仁丰有别于当时民族资本企业普遍存在的

“类皆机器陈旧”的弱点，能够有效应对竞争激烈
的市场环境。而在当时国内科学技术和产业工人
科技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仁丰积极提倡改进
生产设备，先后完成十多项小型技改项目，如在
摇纱车挡板加滑铜丝，粗纱锭壳上加开斜口，均
有效提高了生产成品率，对更好地发挥先进设备
的功能起到了促进作用。

生产中，仁丰推行“标准工作法”，即通过教
育训练，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一举手，一移足，
均须合标准动作，丝毫不许错乱”，以此“使其一
举一动，均按规矩消费于生产之效率，而除去一
切牺牲的动作”。“牺牲的动作”，即生产过程中不
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多余动作。据测算，按照标
准工作法的要求摇一车纱，工人自车首至车尾，
来回不超过六次。若不按标准工作法在自然状态
下往返，则会超过十次，以每次五步计算，摇一车
纱须多走五十步路，一天按四十车纱的工作量计
算，则会多走两千步，大大增加体力支出，影响企
业生产。由此，仁丰在国内民族纺织业界较早地
制订推行标准工作法，成为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

仁丰女员工数量占职工总数的85%左右，解
放前，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低，仁丰公司却形成了

新的女工管理理念，允许女工建立“自治与自由
上达意见之组织”，给予她们自由交流和表达意
愿的空间，并根据“女子最喜欢唱歌”的特点，要
求“宜多多教之”，组建乐队、运动队，生产之余开
展文娱体育休闲活动，保证了女工的身心健康。

1934年夏，“火炉”济南气温异常偏高，据报
载，从7月14日至16日仅三天时间就热死200多人。
仁丰处惊不乱，适时派人打开地道，并安置大型
风扇，将凉风源源不断地输入生产车间。同时，在
车间门口安置洒水装备，不间断泼水，阻止热浪
涌入车间，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还安排专门
管理人员，对宿舍卫生进行监督，并配备专职大

夫，对职工进行定期体检，尽量避免暑热天气给
工人健康和生产带来的消极影响。

济南解放后，仁丰纱厂由人民政府接管，定
为中央合营企业。1953年8月，改称济南仁丰纺织
染厂。1966年12月，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定名济
南第三棉纺织厂。

而马伯声的经历则要精彩许多。建设仁丰纱
厂的同时，他将大量的心血放在了发展教育上。
1927年，他在泰安城西关回民聚居区创办仁德学
校、平民识字班和扫盲夜校，无论是儿童还是成
人均有学可上。仁德学校在开办之初是免费办
学，还给学生提供书本、纸笔、早饭和校服，同时
马伯声从曲阜二师和济南聘来优秀教师以保证
教学质量。

为此，1929年马伯声在泰安兴办了仁德面粉
厂，其盈利主要用来支付学校费用。“七七事变”
后，又将资金投入到在泰山南麓兴办的仁德农场
中。他也热心泰安回族的建设发展事业，1944年
捐助了二百大洋用于清真寺的修缮，并撰写《泰
安建设计划》，为泰安的发展描绘出美好的未来。

解放战争时期，马伯声还在济南担任相关职
务。1946年，马伯声担任济南市商会整理委员会
常务委员，1947年1月又任济南市商会理事长。同
时，还担任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部少将高参”和

“山东省政府顾问”的虚衔。1952年，在“五反”运
动中，马伯声因涉嫌侵吞日伪资产被拘留，后经
查无罪释放。此后定居天津，依靠定息维持生计。
1966年春天，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葬于天津
市郊赵家庄，享年76岁。

（图片提供：济南市档案局）

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自我炫耀和深奥的知识卖弄，而是通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故事，使中华文化可亲可可近。

这正是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的理想与追求———

用国际话语讲中国故事
□ 任宇波

■ 文化头条

马伯声与仁丰纱厂
□ 田可新 李东平 刘 茜

有勇有谋固然好，无勇有谋也不错，但有勇无
谋却总是被很多人嗤之以鼻。在这里，笔者要为勇
者讨点说法。古往今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例子举
不胜举，因为勇敢而著称于世的英雄也是不胜枚
举。思想勇敢而行动胆怯的人优柔，行动果敢而懒
于思想的人鲁莽，富有智慧的人勇敢，笔者要说，勇
敢从来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品质，勇敢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战斗力，在关键时刻勇于亮剑，这是英雄
之举。

《水浒传》中许许多多的好汉用他们的行动向
我们阐释了这一道理。鲁智深为了救助金氏父女，
挺身而出，与地头蛇镇关西郑屠针锋相对，最后三
拳打死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霸，为民除害。他没有
考虑自己的安危，甚至丢掉了自己的铁饭碗而流落
江湖。武松为了替施恩夺回快活林，勇敢面对恶霸
蒋门神以及他身后的恶势力。李逵为了一个平民百
姓而与宋江拔刀相向，虽然最终事实证明是他误解
了宋江，但他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敢仍然是值
得敬重的。由此可见，勇敢是和正义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个人的私欲铤而走险，那不是勇敢，而是亡命。
在恶行得以恣肆的地方，缺乏的往往不是正义，而
是勇敢。空有满腔热情而不能够付诸实施的正义
感，缺少了勇敢，正义感也就无从谈起。缺少勇敢的
地方，必定缺少正义，因为没有勇敢，正义难以张
扬。鲁智深、武松、李逵就是这样，他们为了正义而
战，维护的是百姓的利益，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维护
的是社会的良知。像这种只有在金庸、古龙的武侠
小说里才能看到的独闯江湖的侠客形象，我们在水
浒中见到了。这些踏着荆棘丛生的曲折道路前行的
好汉们，总是充满了勇者的笑容和风采。

勇敢是捍卫人格尊严的一个支点。有时候，勇
敢是一种本能的迸发与冲动。为了生存，动物的第
一反应便是勇敢地追逐或逃窜，人也一样。武松打
虎就是最好的例证。武松不顾店小二“三碗不过冈”
的劝阻，坚持日落后经过大虫(老虎)出没的景阳冈。
等到他醉醺醺地上了冈，感到真的有大虫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他的尊严告诉他——— 不
能下冈，否则会让人耻笑。当大虫真的跳出来时，他
本能的反映就是求生，所以他拼尽全身的气力，打
死了老虎。但这种本能折射出一种精神，武松不惧
困难，不怕强敌，一往无前地去战斗，最终夺取了胜
利。所以，勇敢是一种精神。

勇敢是一种必胜的信念。拿破仑说过：“不想当
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有志青年，而拿破仑本人就
是这一名言最好的实践者。作为一个矮小的科西嘉
人，强烈的愿望加上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他从常受
人欺负的境地变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枭雄和军
事家。

勇敢是一种美德，勇敢是一种修养和风度，对
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会使人变得勇敢无畏。鲁智深、
武松、李逵等好汉，他们都不是争强好胜，而是处处
替别人着想的无所畏惧。

勇敢也是一种智慧。风再猛，折不断鹰的翅膀，
一个勇士胜过一百个懦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人劫
法场营救卢俊义，他的一声“梁山好汉全伙在此”吓
破了敌人的胆，这其中有智慧，更是勇敢的精神在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蔺相如完璧归赵、诸葛亮唱空
城计等等，他们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智慧，他们的勇
敢，他们的那种敢于冲锋的精神使得他们成为时代
的典范。

谭嗣同横刀向天笑、邹容写下《革命军》、
秋瑾慨然赴刑场，让多少刽子手不寒而栗。无数
伟大的英雄斗士——— 狼牙山五壮士、杨靖宇将
军、王二小、刘胡兰……数不胜数，他们都是勇
者。不勇何以成英雄！英雄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
的感人事迹，永远都昭示者“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句箴言。面对困难就像面对强敌，我们要有这
样的英雄气概，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将所有阻碍
发展、前进的强敌击碎，打破一切制约发展的瓶
颈，才能够更迅速地腾飞。

勇者无敌
□ 张 伟

■ 尺书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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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群贤毕至

上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
上右：18世纪欧洲的孔子画像
下左：体验者们的体验作品
下右：“老外”在校外基地煮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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