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第113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13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书院是一个极其古
老的事物，然而，在国学兴起的今天，书院将
以什么方式走进人们的视野？５月２２日，在曲
阜“尼山书院”门前，刚刚担任尼山书院山长
的许嘉璐表示，“我们要学习传统学院启智、
知行、儒雅、气节等内容，培养新一代‘完整’
的人。”

传统的书院，从唐代开始兴起，宋代形成
高峰，清末逐渐式微，到１９０６年消亡。“无论是
管理还是师生的学习，过去的书院都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许嘉璐说，“我们建设尼山书
院，首先就是要继承传统，任何创新都是以继
承为前提，而没有传统就是胡思乱想。”

许嘉璐认为，与现在的学校不同，传统书
院有着四方面的功能。“一是启智即启发人的
智慧，书院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它的教学方法
跟今天的学校迥然不同；二是讲究知行合一，
既然学了就要去做，而不是把自己学到的东
西当成往上‘攀登’的工具；三是培养人的儒
雅；四是培养人的气节。”

“许多活跃在橄榄球场上的人，当他们脱
掉运动衣参加晚宴的时候，焕然是一个动作
儒雅的绅士了，完全没有了球场上的喊叫、冲
撞，今天我们的社会似乎缺了这么一些儒雅
之士。”许嘉璐表示，“气节是人的骨气与胆略
的结合产物。有了气节才能追求真理，而没有
气节，一受到外力影响就会放弃了。气节也可
以变成‘正能量’，在对待外力挑战的时候，文
天祥就是中国气节‘正能量’的代表。”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许嘉璐认为尼山
书院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上必须有所创新。

“我们将在全省１５０多个公共图书馆建成‘尼
山书院’，采取‘图书馆+书院’的服务模式，里

面不仅有国学讲堂、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
区，而且有文化体验活动室。”

据介绍，尼山书院将创新性地开展一系
列活动。群众性经典阅读活动，将推动经典
诵读进学校、进社区；国学普及活动，将邀
请专家学者开办国学知识讲座，向群众普及
国学知识；礼乐教化活动，将通过播放视
频、现场表演等形式，普及雅乐和礼仪知
识；道德实践活动，将举办道德模范人物讲
座、先贤英模人物展览等；情趣培养活动，
将广泛开展琴棋书画和传统民间艺术传承
活动，培养群众的高雅文化情趣。

如何举办好这些活动，让尼山书院活起
来？“我们既要依靠专家学者的力量，也要依
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许嘉璐表示，“山东省已
经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协作体’，全省所有
大学、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老师都在协作体
之内，让这些专家自愿地承担起各地尼山书
院导师的职责，成为尼山书院舞台上的导演
和演员。当然，尼山书院也不会闭塞，将面向

全国甚至全世界，根据不同层次书院的需求，
让海内外名家来讲学。”

许嘉璐表示，“跟我们生产各种生活用品
一样，真正有发言权的还是‘顾客’。尼山书院
怎么办？请导师讲什么？最终应该是受众说了
算，受众来开‘菜单’，我们到协作体找‘厨
师’，然后在尼山书院摆开孔孟文化、中华文
化的盛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山东就实现了
振兴儒家文化、中华文化以及山东文化走出
去的期望。”

“建设书院，弘扬传统文化，山东省蓄势
待发。”许嘉璐说，从第一家尼山书院开放，到
明年年底的１５０多家，山东省将形成一个政府
主导、事业单位主办、社会广泛参与的书院建
设机制，“我希望不断生发出创新的成果。”

许嘉璐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今年
７７岁了，依然盼望有一个书院，一个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地，能让我听课学习。齐
鲁大地以及全国的青少年、老年人同样需
要。”

千年书院，今天如何“传承”？
——— 许嘉璐畅谈传统文化（下）

□ 王红军

这些天，广场舞再次出“问题”了。为了阻
止广场舞，武汉市一小区门口架起了百余米
长的铁丝网，然而此阵仗仅持续数日，就被大
妈“攻陷了阵地”，双方依然争论不休。一方需
要载歌载舞的空间，一方需要安静的生活环
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破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日益高涨，也就希望能享受更好的文化
娱乐设施。近年来，广场舞由于其趣味性，受
到各地群众的热捧。而除了本身具有的门槛
低、费用少、运动量适宜的特点外，广场舞的

流行还跟政府的推广提倡有关。
每天早晚，在小区广场、公园等公共场

所，有不少老人跳广场舞，甚至一些年轻人也
加入其中。但是，近些年来，水弹、泼粪、放藏
獒、架“高音炮”……广场舞扰民引发的报复
方式，不仅令人错愕，最终的结果也是两败俱
伤。广场舞逐步陷入“扰民舞”的尴尬境地。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说，
广场舞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兴现
象，所以没有针对广场舞相应的法规来规范；
从小区建设来说，没有为广场舞“规划”合理
的场地；从广场舞舞者来说，他们在行使自己
权利的同时，缺乏保护他人享受安静的意识。

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舞照跳，人人乐”？我
国法律从未禁止过广场舞，但对噪音扰民是
有明确规定的。我们可以通过法治、德治、自
治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理顺“扰民”难点。

首先，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社会规
范的遵守，需要各方共同约束，广场舞扰民不

应把责任归于“大妈们”一方，适度的协商
和沟通才能避免矛盾激化。政府有关部门应
该出台地方规范，限制跳舞音乐的最高分
贝，指导“大妈们”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
跳舞。

其次，应把文化广场纳入城市规划。想要
跳广场舞，首先需要场地，其次需要配套设
施。如果我们的小区有专供居民娱乐休闲的
场地，同时政府部门安装相应的配套设施和
安排人员引导，那么群众就不会去和其他居
民争抢小区内的活动空间了。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陈华新认为，随着城
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市区用地“寸
土寸金”，很少有房地产商考虑居民对公共
文化空间的依赖。“这才是休息权和休闲权
战争的导火索，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一
个长期的过程，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行动起
来。”

再次，应强化广场舞舞蹈者的自律。近年

来，我省各地纷纷成立政府牵头、文化带头人
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场舞协会，按规定时
间统一播放舞曲，有效缓解了矛盾。

去年6月，临沭县接到了第一起广场舞扰
民投诉，“因为家里有孩子要参加高考，怕广
场舞的音乐影响孩子休息。”但这个纠纷很快
就被解决了。临沭县文化馆馆长高娟带着广
场舞协会的两个会员，到投诉的业主家道歉，
并定下了“广场舞限时”的约定。从那以后，投
诉的业主不仅没有了意见，还加入了广场舞
协会，帮着编排舞蹈。

此外，对跳舞者来说，可以探索技术创
新，比方说配置控制音量的音响、跳舞时佩戴
耳机等，都是可以考虑的解决办法。

广场舞是群众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我
们不仅要鼓励，还要大力提倡，关键是在政
府有关部门的引导下，建立起有效的“广场
舞公约”，才能真正满足“大妈们”的跳舞
需求。

广场舞不应成为“问题”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7日晚，由青岛市京

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神话儿童京剧《孙悟
空大闹天宫》进行合成彩排（上图），并
于“六一”儿童节期间在四方剧院连演3
场，为岛城小朋友献上节日礼物。这是该
院试水儿童京剧推出的首台剧目，希望让
儿童走近京剧、了解京剧和喜爱京剧。

京剧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共识。如何
让京剧国粹在看惯了卡通片、漫画书的孩
子们心中留下印记，成为一大难题。从
2013年底开始，青岛市京剧院便开始研究
探索京剧发展的新思路。几经考察，少儿
京剧成为他们改革创新的方向之一。

“儿童京剧首先得让儿童观众坐得
住、看得懂、看得喜欢。”青岛市京剧院
院长郭建青介绍，“青少年的一切兴趣在
于培养，在于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市场的
主要受众还是成年观众。因此，儿童京剧

一方面要保留京剧的传统元素，又要突出
好看、好听、好玩的特点，让成年观众和
儿童观众都有看点。”他说，综合专家的
意见和市场调查，京剧院决定排演《孙悟
空大闹天宫》，并将其作为探索京剧儿童
剧市场的首台剧目。

据介绍，这台为儿童观众量身打造的
《孙悟空大闹天宫》，突出好听、好看、
好玩的特点，将主要情节分为花果山、偷
桃盗丹、大闹天宫三场，讲述了孙悟空带
领群猴在花果山演兵习武，惊动天庭，被
玉帝骗上天宫，孙悟空得知真相，不受羞
辱，与天上诸神进行了智慧和力量的较
量，引出了一个生动曲折、妙趣横生的故
事，表现了孙悟空机智勇敢、热爱自由的
个性特征。

在保留京剧元素的基础上，《孙悟空
大闹天宫》在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进
行了创新，用猪八戒讲故事的方式拉近与

小朋友的距离；运用了京剧武打、滑稽表
演等多种表演形式；舞台场景制作基本以
鲜艳明快的色彩进行设计，剧中“花果
山”、“蟠桃园”、“天宫”等场景都制
作了实景画幕，特别是“盗丹”这场戏
中，京剧院制作了一个大型的能旋转的仿
真炼丹炉，演员在里面可以表现出孙悟空
被火烧时的痛苦和炼成火眼金睛后冲破炼
丹炉重生的场景，再运用声、光、电等技
术，使儿童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该剧主创阵容强大，由中国戏曲学院
研究生导师、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梅花奖获得者、我国著名京剧武戏导演张
幼麟先生执导，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周维明
担任舞美设计。

为了使全戏充满生气，剧中演员均为
青年演员。此外，还特邀了青岛市杂技团
小演员饰演小猴子，更显生动活泼，趣味
横生。

让儿童走近京剧喜爱京剧，青岛京剧院———

试水儿童京剧市场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30日晚，青岛市少年宫成立50周

年——— “梦想摇篮”主题汇报演出在青岛大
剧院举行。孩子们用甜润的歌声、优美的舞
姿叙说着童年的幸福和快乐；用真挚的情感
表达对自己梦想的摇篮——— 青岛市少年宫50
华诞的祝福。

□新华社发
“中秋节沦为月饼节，端午节就是吃粽

子。”在传统文化传承日益面临挑战的前提
下，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前我们的非
物质文化传承现状确实堪忧，不少极具文化
底蕴的仪式、方式逐渐被遗忘。这需要我们
的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也仰赖普通公众的坚
守。让人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对于文化的传
承变成了肤浅地发展“节日经济”，非但没
有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反而使其失去了灵
魂和内涵。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商务部、中宣部、文化部等五部门共同

认定了2013—201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我省《山东侨报》境外发行及外文版发行(山
东侨报社)等5个项目入选2013—201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项目，青岛广电动画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入选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

我省入选2013—201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的还
包括美国天帝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运营项目(山东华瀚轻
工业品有限公司)、嘉业纽约玻璃文化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山东嘉业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日照锦绣抽纱(德国)
有限公司和中亮(美国)有限公司运营项目(日照锦绣抽纱制
品有限公司)、出版物国际数字传播平台(青岛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项目。

此外，我省进入2013—201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目录的还包括淄博人立实业有限公司、菏泽珠峰木艺有
限公司、曹县鲁艺木业有限公司、山东超越轻工制品有限
公司、山东华瀚轻工业品有限公司、莱州工艺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临沭县荣华工艺
品有限公司、临沂金柳工艺品有限公司、济南漫博通动画
制作有限公司、山东妙典网络文化有限公司、潍坊科苑数
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市双泽翻译咨询有限公司、青
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山东5项目入选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大型历史文化类电视栏目《山东往事》

开播一年多来，已经播出近300期。6月3日，记者从《山
东往事》“开播一周年研讨会”上了解到，这一栏目继获
得“山东广播电视大奖十佳栏目奖”第一名后，5月份又
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2013年度国产纪录片及
创作人才扶持项目优秀栏目奖。

《山东往事》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和省档案局联合主
办，栏目每期节目30分钟，每周一到周六21：00至21：30
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自去年3月18日正式开
播，至今已经播出近300期，内容涉及山东近代史上众多
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
面。经过细心梳理、巧妙编排，节目组合成多个系列，全
景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山东近
代史画卷。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山东往事》通过梳
理历史档案资料，体现了对“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
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精神实质的领会
和践行，同时又抢救式地采访到一大批重要历史事件的
见证人，并收集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线索，因而具有
更多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专家也表示，希望栏目组大处
着眼、细处琢磨，不断提升栏目节目品质及影响力，真
正打造成精品。

《山东往事》获国家扶持项目

优秀栏目奖

□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巩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5日，2014年“环球自然日——— 青

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山东赛区比赛在山东博物馆
举行。全省共有160余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竞争和严
格选拔评审，共有40支参赛代表队获奖，其中一等奖8
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0名。同时，这次比赛还推选出
展览组和表演组10支团队，这10支队伍将参加7月下旬在
重庆举办的2014年“环球自然日”全球总决赛。

展览组的比赛现场设在山东博物馆大厅。小选手们以
“适者生存：应变、不变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在不足
1 . 5立方米的立体空间内，利用支架、吊线、展板、模型
等多种展览工具，制作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
展览。孩子们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不仅要独立完成，还
要做到废物利用，变废为宝。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赛选手更注重展览内容的体
现，让整个展览更加生动、贴近生活。东方双语学校五年
级三班的李泰琪、高宇彤，用废旧的纸箱和塑料泡沫展现
了泉城泉水喷涌和干涸的对比画面，“我们希望用自己的
作品提醒人们保护泉城、保护泉水。”

表演组比赛现场，则可以说是孩子们的一场精彩的表
演秀，孩子们可爱大方的表演感染了现场观众，让观众感
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大生命力。

据介绍，“环球自然日———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
活动”每年举办一届，旨在激发中小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
兴趣，并提高其研究、分析和交往能力。

“环球自然日”活动

山东赛区40支队伍获奖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盛世佛光——— 汶上宝相寺塔地宫出土

佛教文物展”将于6月14日在山东博物馆开展。近日，参
展的文物已抵山东博物馆。

本次展出的展品包括佛牙、舍利、石函、金棺银椁、
水晶舍利瓶、玻璃舍利瓶、水晶摩尼珠、跪捧真身菩萨、
引路银菩萨、章仇氏造像碑等29件珍贵佛教文物，也是宝
相寺塔地宫出土佛教文物首次大规模外展。山东博物馆为
这些出土佛教文物设立专门展厅，全方位还原文物背后的
故事。

同时，山东博物馆精心策划一年的“星云大师一笔字
书法展”的部分展品也已到馆，6月8日，举世闻名的佛学
大师、台湾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将亲临展览开幕现场，
与现场观众一起，见证“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山东
的首展。

汶上宝相寺塔地宫

出土佛教文物将亮相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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