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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明文 包庆淼 王吉祥 报道
本报泗水讯 “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

会”近日在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召开，来自美国、
德国、澳大利亚及省内外和台湾的四十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国际儒联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
教授成中英，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教授Christoph
Luetge，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分别就“儒学与
环境伦理”、“儒学与经济伦理”、“儒学与政治
伦理”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会议期间，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相关
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尼山圣源书院举办的“儒学
与全球伦理”国际学者研讨活动，凝聚了儒学界的
共识，促进了儒学全球伦理的建设，并向世界展示
了儒家伦理精神的丰富资源和卓越价值。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张冠超

史载“两次卖田产救百姓”

据介绍，柳琴戏《六字碑》以枣庄的廉吏
王鼎铭在湖南省永州府新田县为官时的廉政举
措为蓝本，通过他严惩恶霸杜金山、变卖家产
赈济灾民等事迹，展现了他秉持的“天理、国
法、人情”的六字准则，在短短3年任期里就
深得民众青睐。

“王鼎铭到新田县做官时，正值当地纲纪
败坏、灾害频发、民众苦不堪言之时，59岁的
王鼎铭是道光皇帝敕命前往赴任的，在他任职
的三年间，不但打击黑恶势力，还兴修水利发
展经济，使新田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剧
编剧崔明伟表示。

据《清史稿》记载，“王鼎铭，字新之，
号彝轩，乾隆三十七年生。父鸿基，国子监
生，家颇饶。”去年3月，中国社科院、国家
《清史》编撰委员会将原载于《清史稿》的王
鼎铭正式编入正史·循吏篇，填补了400年来枣
庄无人入籍中国正史的空白。

为深入挖掘王鼎铭廉政事迹，枣庄市专门
成立了“王鼎铭研究会”，崔明伟任研究会副秘
书长，不只一次前往湖南新田县考察。“当地居
民回忆说，史上确有‘六字碑’，是王鼎铭到
任时立下的，但‘文革’期间六字碑遗失了。”

在考察中，王鼎铭变卖自家田产救济百姓
的史料令崔明伟颇为震撼。“王鼎铭家境殷实
又善于经营，所以家产颇丰，但他一生卖过三
次地，为新田县百姓就卖了两次，第一次是新
田县大旱致使百姓流离失所，他变卖了自己的
田产，在新田县沿路搭建粥棚。”

道光十年时，王鼎铭为彻底解决新田县贫
困面貌，又变卖了在家乡兰城店的土地为新田
县修建了学校和敬老院，“这块地相当于目前
枣庄市市中区到台儿庄一线的土地，至此其家
产减少了过半，所以在鲁南临、枣和苏北丰、
沛、邳一带，流传有‘卖了南北洛，家产没觉
着’‘卖了兰城店，家产少一半’的民谣。”

拉魂腔“牵手”瑶族长鼓舞

柳琴戏形成于清代中叶以后，是在鲁南民
间小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板腔体戏曲，主
要分布在鲁、皖、苏、豫四地接壤地区，因其
所用的伴奏乐器柳叶琴而得名。《六字碑》就
是以柳琴戏这个地方文化品牌对历史题材进行
了深度挖掘和艺术再现。

“柳琴戏因为曲调优美，演唱时尾音翻高或

有梆和，故也叫‘拉魂腔’，它的唱腔属于高腔音
乐范畴，说唱性较强，其男腔粗犷朴实，女腔婉
转优美，在音乐风格上具有高亢、朴实和浓郁的
乡土气息。”该剧作曲陆寅介绍说。

而谈及《六字碑》音乐创作的特色，陆寅
表示，该戏既体现了传统柳琴戏婉转清新、轻
松诙谐的风格，又有少见的大气浑厚和深长悠
扬，并根据人物性格特点进行了深度打磨，相对
于传统柳琴戏曲目来说，在总体上更加厚重。

“王鼎铭的唱腔凝重、深情而豪放，例如
在第四折中唱道‘引水入山谋大计，筑坝成塘
蓄水源……同心营建新瑶山’时，他的唱腔时
而凝重幽深、时而高亢激昂，而背景音乐则如

泣如诉、高低盘旋，这都展现了他的深谋远
虑、一心为民和满腔赤诚。”

陆寅介绍说，为了增强音乐的地域性特
征，《六字碑》中还使用了山东传统乐器唢
呐，“唢呐曲子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在王鼎铭
思乡时可以催人泪下，在抗击恶霸取得战果时
可以激越飞扬，在王鼎铭梦中与妻子相会时可
以寄予无限深情，唢呐的使用使音乐更加精
彩，也有效深化了主题，为本剧的创作增添了
一支靓丽的音乐插曲。”

在舞蹈方面，该剧融入了富有浓厚湘西少
数民族特色的瑶族长鼓舞。导演张克学表示，
柳琴戏是首批国家级非遗，江华瑶族长鼓舞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为了突出民族风
情，烘托特定场景和舞台气氛，我们用凝练
的、块面式的铺垫的手法将瑶族舞蹈浓缩进有
限的舞台时间中。”

“希望观众看到好人有好报”

在《六字碑》中，有三场戏是王鼎铭与恶
霸杜金山的对手戏。虽然王鼎铭迫于高层压力
释放了本将处以极刑的杜金山，但杜最终还是
被群情激奋的群众乱棍打死。

崔明伟表示，“在历史上，当地民族矛盾
激化，由于题材敏感，剧中杜金山设定成了当
地恶霸，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但当时新田县确
实有恶霸姓杜。”

据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中义三》记
载，王鼎铭因在新田县政绩卓越擢升为陕西潞
安府知府，在其将要赶赴陕西履新之时，永州
地区瑶族首领赵金陇突然率众起义，王鼎铭连
忙返回新田县，在保护群众的过程中不幸中了
埋伏，最终“中炮落马，剜两目，身首异地”。

但在剧中，崔明伟并没有表现王鼎铭的
死，结尾处王鼎铭在瑶族群众的欢送中赶往陕
西赴任。“我希望观众看到好人有好报，看到
好官更好地服务一方百姓，希望人们重点去关
注王鼎铭的刚正清廉，关注他那言行举止中处
处洋溢的美德。”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全省十艺节筹备工作新闻

宣传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
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十艺节各项宣传工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十艺节省
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向红表示，全省各级宣传、
文化部门要深入学习和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办好
十艺节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狠
抓落实，扎实推进十艺节各项宣传工作。各级各部
门要加强沟通，上下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十艺节
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各级筹委会、各市党委宣传
部和文广新局要加强组织领导，在人员上、经费上
对十艺节宣传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确保任务落实，
各级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要把十艺节的宣传
报道列入重要议程，制定完善报道计划，组织骨干
记者进行采访。全省各市要根据任务分工，抓好落
实工作，切实体现出“举全省之力，集全民之智”
的力度和决心，切实把十艺节办成“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

扎实推进十艺节

各项宣传工作

国内外学者尼山

研讨“儒学与全球伦理”

据新华社北京电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11月3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百余位专家学者将在为期
三天的大会上围绕“汉学与当今世界”的主题展开
研讨和交流。

据了解，本届大会提出“新汉学”与“大汉
学”的构想。“新汉学”与“大汉学”的提出顺应
了当今汉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新”在于汉学要面
对当今最新的世界形势，“大”在于传统汉学研究
领域的扩展。与前两届大会相比，本届大会将论题
扩展至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

百余专家学者在京

热议“汉学与当今世界”

■ 备战“十艺节”·精品剧目巡礼(23)

《六字碑》：六字“为官”一生为民
◆“天理、国法、人情”，180

多年过去了，清官王鼎铭的故
事一直在湘鲁等地流传，那座
六字碑不但予后人以长久启
示，也成为人世间一座永久的
丰碑。由枣庄艺术剧院创作的
柳琴戏《六字碑》国庆期间在
济南参加了“喜迎十八大，相
约十艺节”2012年山东省优秀
舞台剧目展演活动，深深吸引
了众多省城观众。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办好艺术盛会 建设文

化强省”、“喜迎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
“走进十艺节 全民齐参与”……以“办好
十艺节，全民齐参与”为主题的社区宣传
栏，已赫然站立在济南市部分社区的街头巷
口，引导市民积极了解和参与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

10月31日，记者走进济南市天桥区济泺
路、历下区贡院墙根街、市中区英雄山文化
市场东口，一幅幅制作精彩的十艺节宣传
画，全面展示了全省17市十艺节场馆建设情
况。“到目前，十艺节社会宣传工作已全面
启动，社会宣传栏已经建立了1200多组。”

十艺节组委会负责人员说。
山东政府法制服务中心省社区工作部主

任鲁贵民表示，结合全省“六五普法”，法
制服务中心自今年初起在社区法制宣传栏进
行十艺节宣传，“现在主要是在汽车站、火
车站、城市中心社区等行人较多的地方，接
下来在大街小巷都会看到十艺节宣传画。”

到今年10月底，社区宣传栏已经更换了
三次版面共计630组。“此前的宣传主要是介
绍中国艺术节的由来和前九届艺术节概况，
接下来还将陆续登载十艺节新编剧目、比赛
内容等信息性的内容，动员广大市民共同参
与到艺术节中来。”鲁贵民表示。

据介绍，按照社区法制宣传栏的年度设

立计划，2012年底前，济南市中心城区的街
道社区将增加社区法制宣传栏2000组，力争
在2013年第一季度完成济南市周边五县区
2500组社区法制宣传栏的建设任务，这也将
成为十艺节社会宣传的重要平台。

“我们的宣传栏，既符合城市管理和街
景美化要求，也能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的艺
术节信息，受到了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鲁
贵民表示，自今年11月起将加大力度，在全省
各市建设2万组十艺节宣传栏，“让百姓共同
参与到十艺节中来。”“从2013年4月起，我们计
划会同新农村电影院线的电影放映队，在基
层的县（市、区）开展十艺节宣传片的放映活
动，实现艺术节‘全民参与’的目标。”

走进十艺节 全民齐参与
——— “十艺节”全面启动社会宣传工作

《六字碑》剧照 

□吴菲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柔性的，她讲究

禅意、内敛、写意；那么西方文化就是

硬质的，讲究科学、现实、直面。在这

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绘画与油

画也带有这种特质。自西洋画传入中国

起，如何将中国画的柔性特质与西画硬

性特质相结合，以得到一种新的绘画面

貌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从近现

代开始，使用西方语言画出东方意蕴的

尝试就更加频繁，这其中不乏佼佼者，

如赵无极、朱德群等画家。毛岱宗先生

也是这条线索下的重要艺术家。他将中

国传统绘画的写意内涵带进油画的创作

当中。毛岱宗先生注重写生，创作时直

面自然，作品描绘山野行云，流水浮

船，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因为直面，

他画布前的自然就深刻、鲜活、赤裸，

但是他展现给我们的画卷却又缱绻深

情，氤氲诗意，具有含蓄的、内敛的、

禅意的东方特质。因此，毛岱宗先生笔

下的油画别具一种硬质的温润。

吴冠中先生讲：“风筝不断线”，

这么多年来，毛岱宗先生的绘画创作从

写实到写意，从印象到意象，作品里始

终强调自然的原型，通过原型直接感知

本质，这条线是一条自然之线。绘画是

从自然里面来的，既是再现式的自然，

又是主观的自然而然。风筝飞得再高，

线是不能断的。考虑到普通受众的眼

睛，在绘画当中，冷冰冰的抽象要有一

定的限度，事物本体的东西不可能完全

被抽掉。作品中若没有受众通过自身的

审美经验能辨识出的元素，那么作品与

受众，画家与受众，就很难沟通，就无

法建立一种有效的交流通道。因此，创

作时，在大力追求写意性的同时，他仍

保留有事物能被自然辨认的元素，在似

与不似之间获取事物的本质。毛岱宗先

生说，他的笔触就是在追求似与不似之

间的过程里提炼出来的。他在画画的时

候，将所要描绘的物什当做一个面、一

个点来对待，绘画的组织其实就是画面

的点、线、面的组织过程。把自然中的

东西转换成点、线、面，它就是视觉形

式基础感觉。他的笔触就是在表现点、

线、面关系同时，介入写意性，保持自

然的写的感觉。毛岱宗先生作品里那种

硬质的温润，就是因为他笔触的书写性

所带来的。在西方现代艺术之后，油画

中的笔触越发具有表现性。画面中的物

质感被画家逐渐抽掉了，受到重视的是

画面的形式、色彩，笔法在油画里成为

独立的存在。正是这种独立的存在，使

得他画面中的笔法得以纯粹舒展。书写

性不仅让画家在创作时体验了绘画的过

程，作画的状态，也让观者从画面的笔

触中感受到画家的心境与精神。油画的

笔触同中国画的笔墨殊途同归，也因此

油画与中国画的界限开始消除。

好的画家应该在画面上设定一些线

索，大家循着线索去看、去想。毛岱

宗先生认为绘画不能是冷冰冰的，要

有趣味：意趣、机趣、真趣。有趣味

才能让画面生动，富有感情，若沿着

冷冰冰的科学道路走下去，那绘画也

就变得冷冰冰了。现代艺术开始的时

候，对趣味是排斥的，认为绘画应该

更干净、纯粹。情节、故事、趣味是

小说、诗歌的事，绘画要表达的是纯

粹的视觉语言。事实上并非如此，绘

画的纯粹性问题在今天早已经被现实

存在的介入性所摧毁，而趣味对绘画

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活力，在随意、

契机、求真的过程中，它承担着某种

激发性原动力的作用，承担着让这种

动力不间断地生成的作用。因此，趣

味本质上在绘画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东方与西方、感性与理性、虚与

实之间，毛岱宗先生尝试着找到某种

平衡，并透过绘画找寻自己，记录艺

术家生命的轨迹。阅读毛岱宗先生的

画作，能看见他内心的悸动，能听见

他没有宣之于口的心情。这些从画布

上倾泻而出的旋律，是硬质的温润。

毛岱宗
毛岱宗 别署：黛宗，字：彦达，号：弘轩、哲之。

1955年出生，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

生导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

员会理事、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美术家协会油画艺

委会主任。

作品曾参加全国美展及国内外油画学术展并获奖。作品

曾被中国美术馆以及国外美术机构、团体及个人收藏。并出

版画册、专著多部。其多年创作的精品画作，即将由山东省

国际信托公司发行艺术品基金。

硬质的温润
——— 读毛岱宗先生的写意油画

《大洼秋色图》（下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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