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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８月１２日，第５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

提高班在山东省图书馆开班。此次培训班采取基础理论与
技术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员既了解古籍修复相关的背
景知识及必备的专业知识，又在国内顶级专家的指导下实
际操作，大大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

此次参加培训的近３０位学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
全国古籍收藏单位曾参加过古籍修复初级培训班的学员中
考核招收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中，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的有关人员讲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有关工作，国家图
书馆副研究馆员周崇润主讲《古籍防虫杀虫技术、保护环
境》，对中国传统古籍修复和字画装裱有着深入研究的杜
伟生主讲《书画装裱基础》、《手卷》等内容，上海图书
馆副研究馆员潘美娣主讲《古籍修复》等内容。

但在目前的修复界，亟待修复的古籍数量多，而人才
极为匮乏。此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山东举办修复技术提
高班，为促进山东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作为
全国１２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山东省图书馆现
有古籍７５万册，有３０万册古籍需装订，有４０万册需修复，
有１５万册包括２万册馆藏珍品需重点修复。而古籍修复人
员不到１０人，古籍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

全国古籍修复人才

济南开班培训

古籍修复“数量多而人才匮乏”

□薄克国 范岩 报道
8月12日，“清源2014”青岛行动——— 文化市场联动执

法应急演练在平度市举行。演练现场，执法人员查处了违
法违规活动，化解了各种干扰阻挠执法的行为。

□冯志强 报道
日前，为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滨州市滨城区滨北

街道办事处举办了以“文明小区你我建”为主题的文艺晚
会。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居民的阵阵掌声和笑声。

□王学广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再说咱农民，梦想又成真，种地不缴

粮，还给补贴金，恁说咱农民称心不称心？”“称心，称
心。”……一段问答式的演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近2000
名听众在听戏的同时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与表演者一起哼
唱起来。7月25日晚，在冠县第十五届消夏艺术节豫剧票友
大赛的舞台上，梁堂乡中老年文艺协会豫剧演员郭凤环的
一段《梦想成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给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个
广阔的交流平台，今年，冠县创新思维，改变往年简单
邀请外地小有名气的演员前来演出的模式，以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文化惠民为主题，陆续举办10余场由冠县人自
己演唱的京剧、豫剧票友大赛和青年歌手大赛。此次艺
术节共吸引全县140余名戏曲爱好者前来参赛，为广大市
民送上了一道消暑文化大餐。

冠县消夏晚会群众唱主角

□新华社发
8月11日，观众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参观。当日，位

于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为观众讲述中
国古代的科举历史和科举文化。

□ 张丽军

前段时间，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两段关
于战争的视频，心中感慨万千，乃至在有
的镜头前不自觉流下泪来。一段是关于抗
战远征军的故事，一位女记者去寻找那些
被历史所遮蔽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在缅
甸，一些老兵激动无比地握着记者的
手，说：“老家来人了，祖国万岁！共
产党万岁！”记者心中说，我只能代表
我自己，但是，老兵视之为魂牵梦绕的
亲人，视之为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另
一段是关于朝鲜战争的视频。一群寻找
亲人遗骨的中国老人踏上了朝鲜国土。
在亲人战斗过的山峰、河畔、草地边，
捡拾遗落的骨骸，尤其是在荒草萋萋的
无名墓地，伏下身来拔掉那些荒草，献
上祭品跪拜，说：“每一个无名墓地，
埋的都是祖国战士，都是亲人，弟弟可
能就埋在这里。今天，姐姐来给你扫墓
了，带着爸爸、妈妈的灵魂来看你了，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你。”毫无疑问，战
争的硝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对战
争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这些视频在提
醒我们：如何对待战争，如何书写战
争，如何对待那些逝去的灵魂，依然需
要我们今天做出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中
日关系处于新的对峙状态下，这尤其显得
重要、峻切而别具现实意义。

文学书写不能缺位

新世纪以来，我们有过一些较好的战
争文艺作品。在影视剧方面影响最大、最
受欢迎、艺术水平最精湛的抗日电视剧，
自然非《亮剑》莫属。这是一部正面书写
八路军抗日历史的影视作品，在思想立
意、叙述架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风格
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八路军独立
团团长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既是互
相敬佩、精诚合作抗日的朋友，又是以死
力拼、努力消灭对方的敌手，可谓棋逢对
手。即使对侵略者，《亮剑》也客观展现
了日军的训练有素和顽强机智。这无疑是
很大的突破，是对历史真实的最大限度接
近，也是该剧成功的一个具有长久生命力
的重要因素。《亮剑》对李云龙形象的塑
造，是该剧最大亮点。李云龙桀骜不驯、
话语粗俗、勤于思考、血性义气的个性在
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发挥。之后，一些跟风之作，如
《狼毒花》，只学了个皮毛，自然难以企
及。电影《南京！南京！》是一部较好的
影片，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抵抗的南京、民
间的南京。《金陵十三钗》较精彩地描写

了十三个妓女的悲惨抗日故事，但在妓女
替代女学生赴死的立意上是令人质疑的。
时下非常流行的“抗日神剧”，则更让人
忧虑不已。

尽管新世纪抗日影视剧存在着一些不
足，但那种直面历史、还原历史和书写
历史的精神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在对
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战争悲剧书
写。与影视剧形成截然对比的是，新世
纪中国文学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民族沉重
主题的叙述与书写是缺位的，很多作家
采取的是回避姿态，或视而不见，或根
本就无心、无力、无历史责任感地去书
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对南京大屠杀
的文学书写，当代中国作家应该说是责无
旁贷。这不仅是关乎一个民族最沉痛历史
的记忆书写问题，而且是关乎当代中国和
未来命运的事情。

还原被遮蔽的个体经验史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文学书写在新历史
主义、地域文化和人性深度等方面展开了
新的叙述。从新时期莫言的《红高粱》开
始，抗战文学叙述出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
创作思潮。即从原来统一的、单线的大历
史，转为多元的、复线的小历史，重视大
历史维度下的个体史，充分挖掘历史档
案、家族史、日记、口述史等多样化历史
资料，力图还原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个体经
验史。《红高粱》从“我爷爷我奶奶”的
个体生命存在出发来叙述以往被大历史观

所遮蔽的民间抗日战争史。这无疑是一个
重要的突破。新世纪以来一些山东作家对
抗战历史展开了新的叙述，其中以牛余
和、常芳、季桂起等影响较大。

牛余和的小说《蘸火》讲述了章丘大
山深处的八路军、国民军和“匪军”等三
支武装犬牙交错的抗日故事。抗日侦察队
长郭立刚英勇无比，手毙汉奸，但不幸
中枪，被“侠女”夏侯雪所救。飞镖、
毒药、利刃、快枪、“毒药丸”，夏侯
雪不仅利用传统战法杀死敌人，而且武
艺高强、美貌无比，她与“儒匪”梁铁
峰的相爱是“惊险的传奇经历”。梁本
是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有着一
腔热血，放弃心爱的专业投身抗日事
业。这些武侠元素和传奇色彩为革命英
雄人物形象增添了艺术魅力。可贵的
是，《蘸火》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
彩。作者把地域人文气息与革命英雄历
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山东章丘素有
“铁匠之乡”的美誉。在抗战时期，活跃
于民间的章丘铁匠，因为有着特殊的铸炼
钢铁的能力和技巧而被缺少枪支弹药的国
共地方部队吸收为职业军工。显然，牛余
和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叙述切入点，一下子
就把坠入历史尘埃的革命往事与章丘自古
传承至今的地域人文历史结合起来，演绎
出了一幕幕鲜活的、打动心灵的英雄戏
剧。

常芳《桃花流水》中出现的百花洲基
督教堂、将军庙天主教堂、曲水亭棋社、
贵心斋的果子，无不带有老济南的记忆。

小说不仅是书写一个自然和人文历史的空
间，而且还展现了济南空间所具有的“仁
义”的文化特性，昭示出济南空间的“精
神结构的特殊性”。为了从日本人的监狱
中赎出好朋友，何启明宁可答应出任伪县
长，不惜牺牲个人名声、气节，来避免日
本人对好朋友和师生的杀戮；而且至死也
不告诉朋友，只是在临别前以“水壶”相
赠明志。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老一代人
至死无法原谅日寇的背景里，孙辈却开始
了以日语为业的新生活。如何反思历史以
及民族间曾有的恶，是常芳提出的一个极
有意义的问题。

2013年，季桂起长篇抗日小说《长河
谣》出版。小说以德州抗战历史为背景，
以石桥镇张姓两代人的抗战为主线，全景
再现了德州儿女为抗日战争作出的牺牲与
贡献。作品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入
手，马颊河两岸平静的乡村生活被战争打
破，石桥镇张弘畴的几个儿女相继参加了
抗战队伍。石桥镇张、赵、李、刘四大家
族在张弘畴的带领下控制维持会，与汉奸
斗智斗勇，假意听从日军，暗中支持游击
队。抗战叙述中穿插了浓浓的亲情、淳朴
的爱情和有人情味的德州民间文化，给人
温暖和滋养。

山东作家的“新叙述”

常芳2014年在《中国作家》发表的长
篇抗日文学《第五战区》则开始一种新的
历史叙述。以南沂蒙县为叙述背景，主要
描写了鹿、梅两大家族的命运，从而展现
了抗日战争中民众真实复杂的文化心态和
血性气质。在穆陵关战役和莒县保卫战间
隙，一支参战的地方武装，竟然打起了夜
袭日军的想法，说：“只要咱们不绝种，
就算是像移山的愚公那样，子子孙孙地跟
他们打，早晚也得把他们打回去。”小说
的叙述笔致闪现着萧红《生死场》的影
子，表现了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农民在血
与火的磨砺中觉醒成长。这无疑是新世纪
中国作家对大历史题材进行审美书写的新
尝试。

事实上，新世纪抗战文艺向何处去是
一个极为峻切而又严肃的问题。在民族沉
重苦难面前的任何娱乐化历史书写，都是
很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新世纪
抗战文艺无论是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多元化
书写，还是展现战后问题的视频镜头，都
应该是建立在祛除遮蔽、还原历史、健全
人性、捍卫和平的精神维度之上。人类历
史已经证明，有苦难的战争，就有伟大的
战争文学。我们期待展现伟大人性光芒的
伟大抗战文学。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担
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
协特邀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
级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
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多部，多次获山东
社科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奖等。)

新世纪抗日文艺向何处去
在民族苦难面前的任何娱乐化历史书写，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 马兵

1942年夏，17岁的少年王鼎钧离开兰
陵古邑，去后方投学从军，至此飘零一
生，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然而这位
后来以散文名世的文学巨匠，却将他最好
的文字尽托付给故乡，忠贞地守护着他作
为齐鲁之子的拳拳乡情。在名篇《水心》
中，他写道：“昨夜，我呼唤着故乡的名
字，像呼唤一个失踪的孩子：你在哪里？
故乡啊，使我刻骨铭心的故乡是我捶胸顿
足的故乡啊！故乡，我要跪下去亲吻的圣
地，我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雕琢过的
艺术品，你是我对大地的初恋，注定了终
身要为你魂牵梦绕。”王鼎钧这段独白道
出的思乡之念和家国情怀成为山东作家写
作的特质。

以乡土本色为文坛瞩目

对“原乡”的回返与追寻，是文学重
要的向度之一，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山东
文学而言，这一文学类型更是获得了丰富
多维的审美观照。无论厮守故土还是羁旅
异乡，那孕成于这方水土里的文化基因终
会将山东作家的创作蹈入一种气韵格外雄
浑的“齐鲁乡愁美学”之中。现代时期的
鲁籍作家杨振生、王统照、李广田、臧克
家等均以乡土本色为文坛瞩目，更难得的
是，他们的乡土书写往往内蕴着细腻的生
命体验和人间情味，让其家园之思突破一
己的悲欢牵挂而回荡着大地的声响。李广
田那首脍炙人口的《地之子》无疑即是明
证：“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
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
深情。/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
的，/我的襁褓；/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
野草，/保姆的怀抱。/我愿安息在这土地
上，/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生长又死
亡。”这里，从生到死，生命所有的根根

须须都与大地有着相同的脉动；这里，情
感沉潜平静而又坚实丰饶；这里，是念兹
在兹的故土，更是正德厚生的大地。

摭拾散落于大地之灵的精魂

进入当代时期以后，山东作家继续秉持
“地之子”的本色，抒发对大地与生命的感
怀，以扎实勤勉的创作赓续着前辈所开拓的
文脉，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以王润滋、张炜、
莫言、尤凤伟、刘烨园、矫健、左建明、赵德
发、李贯通、刘玉堂、张大春等为代表的鲁籍
作家，开陈出新，或努力追觅潜藏在大地深
处的诗性，或将文化守成精神与大地意识紧
密结合，或在齐鲁山水间摭拾散落于大地之
灵的精魂，或以奇崛瑰丽的隐喻，歌咏大地
之间充塞的浩荡的母性的力量，彰显出风韵
独特的大地根性。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从极为阔
大的自然伦理的角度为大地“复魅”的张
炜。张炜是“融入野地”这个词的首倡
者。从《古船》、《九月寓言》、《怀念
黑潭中的黑鱼》、《柏慧》到新世纪里的
《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
浪漫》、《刺猬歌》和《你在高原》，张
炜“绿色的遥思”越来越澄明地指向大
地。在1993年发表《融入野地》时，他
说：“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
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
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
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
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
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
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
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
于是《九月寓言》中，我们读到了他“作
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而十年
之后，当他再次重申：“人直接就是自然
的稚童，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也只是一个
稚童而已。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稍有觉悟

者，就会对大自然产生一些莫名的敬畏”
时，这个“大地之子”多年在龙口海滨万
松浦“融入野地”的生活，已让他逾出
“幻想和浪漫”，在充分“返魅”的自然
里获得了真正诗意的栖居。如果说，在
《九月寓言》里呈现的生态观更多是一种
“民间”真气淋漓的智慧，而到了新世纪
的小说中，他真的已把自己化为大自然的
“一个器官”，也让他当年憧憬的“生命
的腾跃”落实在了纸面和大地之上。

醇正温静的乡土之美

新世纪以来，山东文坛青年人才辈
出，对乡土的观照依然构成他们写作的重
要向度。张继、刘玉栋、王方晨、王月
鹏、柏祥伟等都有影响不小的乡土题材作
品，也都显现出他们作为新一代的齐鲁
“地之子”，在面对当下乡土时的启蒙与
眷怀、质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
依偎等诸多复杂交缠的意绪。

比如刘玉栋，在写作之初，他的城市
题材的小说有着咄咄逼人的先锋的芒刺，
之后，他把目光拉回到乡土，那些从童年
记忆深处摭拾出来的点滴为他封存已久的
乡土经验打开了一个缺口。刘玉栋的乡土
小说多用儿童叙事，用天真去体会繁难的
世事，在保持孩童明快懵懂的叙述口吻的
同时，又隐含着疼痛，而正是这种疼痛让
他这类小说在人们称颂的诗性之外葆有着
悲悯的底色。在《给马兰姑姑押车》中，
九岁的红兵被选中去做押车的孩子后一直
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里，以至激动得难以
入眠，可临到押车的那天，红兵却困倦得
在车上睡熟了。所有为了押车而做的精心
准备都白费了。醒来的红兵隐隐地感觉
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
都那么令人高兴”。小说在描写乡村淳厚
的礼俗中信笔去写一个孩子的心痛，洋溢
着温润的乡愁，也连带出一代人共有的童

稚记忆。刘玉栋很擅长刻画乡村的老人，
《火化》里的连根爷爷对火化政策充满不
解，不能入土为安的恐惧酿成了他的自杀
之举，小说从一个极小的切口中透视出的
却是守土者眷顾土地的赤子之爱。而《芝
麻开门》中的奶奶在祖屋被迫典卖的当口
溘然长逝，魂守故里。他们对于土地、房
屋和家园近乎迂腐的留恋恰显现出“地之
子”的人性的执拗与朴质。

当然，新世纪的乡土在城市化、全球
化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之下，已经出现
了“本质性的转型”，费孝通先生在《乡
土中国》中所定义的“乡土本色”逐渐被
“虚土”、“无土”的经验替代，这也给
乡土写作和原乡抒怀提出了新的课题。刘
玉栋的《芝麻开门》、《乡村夜》、《火
色马》、《早春图》、《给你说说话》等
小说在小人物命运的变迁中来辐射醇正温
静的乡土之美、乡土道德的式微，以及乡
土氛围正在消逝的现实。王方晨的《榆树
灵》、《生命是一只香油瓶》、《美丽惠
芬》等把着力点放在基层的权力变异带来
的乡土伦理生态的异变，对现实丑恶的鞭
策犀利入骨。这同样体现了他们作为齐鲁
“地之子”的忧患和担当。

回到开头，王鼎钧先生在他的回忆录
之一《昨天的云》中提到，1943年，他在
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读流亡中学，教地理
的先生讲完最后一课，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已经读完本国地理，你们对整个中
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你们最喜欢哪座山
哪条河？你们最喜欢哪一省哪一县？抗战
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
王鼎钧当时的回答是“我仍然愿意住在自
己的故乡”。这是齐鲁大地之子的抉择，
是齐鲁大地的子民对故土淳朴的感恩，也
是齐鲁大地对她的子民永远的召唤！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
观研究和新世纪文学热点研究。)

思乡之念和家国情怀成为山东作家写作的特质

气韵雄浑的“齐鲁乡愁美学”

□卢鹏 画

□吕季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支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日前，由省

社科联和省文联牵头组织的“山东省向太阳书画特展系列
活动组委会”，联合山东省红十字会、山东画院、齐鲁文
化会馆、将军书画院、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山东省女书
画家协会、山东中山书画院等单位，组织了“万众一
心——— 齐鲁艺术名家支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书画笔会”大
型赈灾公益文化活动。36位齐鲁书画名家参加活动，共创
作了48幅书画精品，并现场全部捐赠给山东省红十字会。

齐鲁名家创作书画支援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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