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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视察孔子研究院发表的
重要讲话，是一系列系统阐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
篇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
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赋予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在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意义深远。

一年来，山东省尼山书院理事会在山东省委、省政府
领导下，深入领会讲话精神，积极贯彻落实，着力构建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
+书院”模式，开办“国学讲堂”，推进“乡村儒
学”、“社区儒学”建设，实施古籍发掘整理研究、东
夷文化溯源、齐鲁文化重大题材艺术创作、孔子及儒家
思想展示等系列工程，认真办好尼山论坛、世界儒学大
会，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努力推动中华文化在核心
价值层面走出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热情参
与。

值此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一周
年之际，我们发出《强中华魂、筑中国梦倡议书》：

（一）提升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更加自觉坚定地从五千
年中华文明史中发掘民族之根，壮大中国之魂，接续文化
薪火，延续中华文脉，扎根丰厚土壤，广开源头活水，秉
承精神基因，彰显精神标识，增强作为中国人的骨气自
信、底气自信。

（二）把握重大机遇，增强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
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面向的是全党全国，但首先
是对山东省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这是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
重大机遇。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和嘱托，
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加强研究阐发、保护弘
扬、传播展示、交流互鉴和创新发展，推动山东文化强省
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三）延续文化血脉，推动传承创新。实现文化复兴
任重道远，要加强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与传播，加大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深入实施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推进计
划，加强曲阜文化圣地建设，充分挖掘和揭示山东丰厚文
化资源的独特魅力和优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
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四）追溯源头活水，建设道德高地。努力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培
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传承、
普及、践行上下功夫，着力用好用活齐鲁文化资源，努力
让中华传统美德在齐鲁大地弘扬起来，用中华传统美德滋
养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把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与弘扬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沂
蒙精神，积极培育和弘扬新时期山东精神，让革命文化和
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让我们携手同心，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山东省尼山书院理事会
2014年11月26日

强中华魂、筑中国梦

倡议书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回顾孔子和儒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的作用，我认为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
师’。”１１月２５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联
合主办的省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在大明湖畔
的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开讲，中央民族大学哲
学和宗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牟钟鉴主讲了
首场公开课。

牟钟鉴表示，孔子集古代文化和先贤智
慧之大成，在整理和阐述五经的基础上创立
了儒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一个仁和
之道、人本主义的精神方向，提出了全社会
要普遍遵循的道德价值标准，形成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血脉和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脱
颖成为显学，而后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思
想，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正是因为有了孔子，中华民族才成为礼

仪之邦，成为高度文明的国家。”７５岁高龄的
牟钟鉴，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华传统
文化研究。他说，“孔子儒学不是一个普通的学
派，不要把它简单地并列在诸子百家中，它也不
是西方式的宗教团体，没有严明的组织制度，没
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它是基于普遍人性的公共
性的社会道德教化，致力于向社会和各个领域
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使得社
会人生沿着向上、向善的文明方向前进。”

牟钟鉴表示，中华民族延续的基因，始终
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神话孔
子是不对的，但丑化孔子也是罪过，敬重孔子应
是常态。在历史上，凡是坚持孔子儒学确立的精
神方向并能认真实施的时代，便是治世盛世；凡
是公然背离精神方向，僵化保守、不思进取的时
代，便是乱世、衰世。２０００多年的社会历史实践，
反复检验着儒学精神的正确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市场经济

不可避免的功利主义潮流，有些人出现了道德
滑坡，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可以统
一的。”牟钟鉴说，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有着丰厚文化资源优势的山东，也正
在实施包括创建、推广尼山书院、乡村儒学等工
作，“孔子开始在中国人心里复活了，重新发挥
精神导师的作用。我们要学习孔子在继承中创
新的精神，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在当代。”

本次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将与中国人
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孔
子公开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和齐鲁
文化公开课等三个专题课程。孔子公开课主
要讲解孔子思想、孔子与儒学，孔子思想的
当代价值和内容，推动儒学传承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主要讲解中华历史、
文化、民族宗教、文学、政治、社会学等方面
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纵论国际与国
内、历史与现实；齐鲁文化公开课主要讲解
齐鲁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社会
背景、代表人物、思想内涵、经典著作以及
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等内容，彰
显齐鲁文化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以仁为
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
等思想，唤起干部群众了解乡土齐鲁和自觉

服务社会的热情。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表示，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活动旨在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与传播。“我们首先通
过面向全省文化干部职工公开系统地讲述国
学，提升广大文化干部职工的传统文化修养，
为全省组织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提供
智力支持，并为全省各级尼山书院和乡村儒
学讲堂、社区儒学讲堂免费提供视频教学，提
升授课水平。”

据了解，本次国学公开课采取分期分批
进行培训的方式，省直学院规模每期在８０人
左右，全省１７市１４０个县（市、区）的图书馆尼
山书院组织各自学员，通过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直播等形式参加培训，市民群众可以
自愿旁听，预计每期培训人数在１万人以上。

“儒家推崇君子人格，讲君子喻于义，君
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等，我概括为君子六
德，即有仁义、有涵养、有操守、有容量、有坦
诚、有担当。”牟钟鉴说，“‘天将以夫子为木
铎’，作为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山东人，我希望
尼山的铎声重新响起，让我们一起争做新时
代的君子，也让孔孟之乡早日成为君子之
乡。”

省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开讲“孔子”

牟钟鉴：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 王红军

“为什么别人来创作感觉就形象生动，
我们自己创作就缺少些许味道呢？”上周
五，我参加了一场“西方画家眼中的山东”
大型系列艺术创作活动观摩交流展览，一位
本土艺术家对德国画家的画作发表的见解耐
人寻味。讲不好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何以
讲好中国故事？

这项活动已经举办了“两季”。第一次
邀请了１０位法国画家，以“泉城济南”为主
题，用不一样的视角和感知，描绘了济南的
老城新貌和民众生活。第二次邀请了６位德
国画家，展示了当今最前沿绘画艺术与文明
古国最古老元素间的精彩碰撞。

在走访泰安、济宁、枣庄等城市后，这

些德国画家创作了３０多幅油画作品。其中，
在德国颇受好评的画家罗尼·李申斯基，创
作了中国古老建筑房顶的系列画作。他说：
“我很喜欢中国的老建筑，这些文化元素带
给我创作的灵感，也会给我以后的创作以启
迪。”

同样是在参观“三孔”后，德国著名建
筑师、平面设计师奥古斯托·帕切科创作出
的却是现代建筑的抽象绘画。对此，他有自
己独特的理解：“孔府孔庙等建筑，令人惊
奇，让我感受到了古老文化的魅力。但就在
这些建筑之外，现代化的楼房不断‘拔地而
起’，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拥有了创作的欲
望。”

这些画家一路走来，看到的景观古迹，
经历的生活场景，无不是大家熟悉的“风
景”，让人都有些漠然了。但看到他们的作
品，我们不禁问：“身边还有这样的景
色？”我们的身边，还有这么多的“美
景”，通常都被忽略了。这也提醒我们倾听
不同的文化声音，重新审视这片生存的土
地，更好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首先，要理直气壮地讲好自己的传统文
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积累了丰厚的文化
遗产，这些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讲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展
示给广大观众，不仅会使它们更具亲和力，
也会使我们的艺术变得更有底气。

前年，第一次活动时来山东的法国游记
画家尚巴尔·大卫，在灵岩寺写生时就留下
了这样的话：“中国风的庙宇、庭院以及中
国传统，这一切都让我着迷，让我想用更多
的时间去挖掘。很多处在深山老林中的佛教
寺庙、石刻，无论从技法还是所传达的思想
都显示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和无与伦
比。”

其次，要多种方式地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也许你会说，讲故事就要长篇大论，其
实不然。讲故事关键要形象、具体、生动、
感人。

在一次弘扬沂蒙精神的主题美术创作座
谈会上，有一位当地画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沂蒙精神是无形的，如何以有形的书画来表
达？“我心里对沂蒙山充满了崇敬，几乎走

遍了蒙山沂水，但很难用具体的笔墨来表现
‘蒙山之高’、‘沂水之长’，不知道怎么
用笔墨把沂蒙山描绘得更伟大，才更像自己
心中想象的沂蒙精神那样。”

沂蒙山的崇高，并不在于山的高矮、
大小，而在于沂蒙人民的朴实，在于老区
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艺术家要画好
心中的沂蒙，不仅要进行绘画艺术技巧的
探索，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沂蒙看沂蒙，多
跟其他地市、省份乃至世界的艺术家进行
交流，才可能把最有感触的东西转化为艺
术作品。

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应该多跟莫言学
习，他是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人。在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演讲时，他的语言充满智慧，他
讲的是故事，但讲的也是生活，而且每个故
事都是那么的精彩、那么的生动。其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就是艺术家的形象思维，就是
讲故事的能力。

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我们的艺术家自
信都能讲好自己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欢迎
其他人来讲好山东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有多难？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5年1月1日至3日，由

省文化厅、省演艺集团主办，省杂技团、
省演出公司承办的“欢乐新年—2015杂技
曲艺荟萃惠民展演”将在山东剧院举行。
三天里将举行5场演出，包括综合场演出和
杂技、曲艺的专场演出。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介绍说，组织这次
“文化惠民”演出，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新人新作，
集中展示我省曲艺、杂技方面创作表演的新
成果，满足节日期间群众的文化需求。

其中，1月1日晚将举行一场杂技曲艺
综合演出。1月2日和3日，分别于下午、晚
上各举办一场少儿杂技、曲艺专场演出。

本次活动总导演姜玮介绍说，本次展
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演出精彩纷呈，不
仅有惊险刺激的杂技、马戏、魔术，幽默
诙谐的相声、双簧，还有脍炙人口的快
板、快书、琴书等，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
完美结合，既有娱乐性、观赏性，还体现
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杂技方面，邀
请国内一流的山东省杂技团参演，他们的
很多节目水准也是国际一流的。曲艺方
面，更是名家荟萃，有山东快书的传承人
高洪胜，享有‘中国快板王’盛誉的王文
喜，单口相声大师张存珠，女相声表演艺
术家秦玉华等。”

此外，著名童星阿尔法、武东博、大
眼仔牛牛、春晚童星张欣怡、邓鸣璐、小
梅兰芳巴特尔等也将倾情加盟，为泉城观
众带来精彩的贺岁演出。

省杂技团是本次演出的“主力军”，
曾三次夺得国际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
的辉煌历史，生动展示着这支队伍的实力
和水平。省杂技团团长姚建国介绍说：
“参加这次演出，不演完整的剧目，主要

展示单体杂技节目，所以，我们自创的蹬
板凳、蹬人、车技、蹬鼓、草帽等节目都
将在台上亮相，这些节目都在国内外获得
过大奖，很受观众欢迎。我还要特别介
绍，杂技场上将有来自非洲的杂技团参
演，他们表演的独轮车、男子柔术等杂技

节目，将让观众一睹非洲杂技的风采。”
姜玮说：“这五场演出，我们还将特别注

重与观众的互动，观众或者杂技曲艺爱好
者，将有机会登台与演员合演节目。”

据介绍，本次演出活动中，省演出公
司、省演出协会、山东剧院还联合推出

了“山东文化惠民卡”，让观众可以更方
便、更优惠地观看演出。演出特别注重关
爱社会弱势群体，将针对贫困家庭、残
障人士、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环卫工
人、学生、下岗职工等免费发放“山东文化
惠民卡”或直接免费发放公益门票。

5场精彩演出将亮相泉城新年舞台
集中展示我省曲艺、杂技方面创作表演新成果

□记者 卢鹏 报道
11月26日，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舞剧《孔子》在济南省会大剧院上演。该剧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呈现孔子的奋斗历程和内心世界界，受

到观众的好评。

中国京剧艺术节取消评奖环节获好评

●“这种方式非常好。专家组的每一位专家都对这部
戏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非常
中肯，有利于我们把这部新戏打磨得更好，力争成为精品
力作。”

——— 担任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梅兰霓
裳》艺术指导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说。本届艺术
节为期13天，11月22日晚在天津落幕。按照惯例，闭幕当
天艺术节的各个奖项也将一一揭晓。但与往届不同的是，
本届京剧节取消了评奖环节，加强了评论研讨，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对剧目进行点评。这一做法获得广泛好评。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龙表示，往届都是专家评几句就打
分，现在点评和研讨的时间长了，有利于剧团根据专家意
见对新剧目进行修改和完善。

明年故宫将推出两款数字故宫APP

●“很多网友都说龙凤吉祥物壮壮和美美‘萌萌
哒’，我很高兴我们的产品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截至２０１４年８月
底，故宫共开发文创产品６７５４项。从朝珠耳机到朱门金钉
旅行箱再到今年ＡＰＥＣ领导人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故宫元素
系列服饰，现在的故宫文创产品已经不同于早期的简单文
物复制品，增强了趣味性和实用性。”他认为，了解受众
的兴趣点，通过学术研究挖掘藏品内涵，制作、推广有趣
并有文物特点的文创产品，这样就可以拓展故宫文化在社
会群众中间的影响力。明年故宫预计推出两款数字故宫
ＡＰＰ。

《北平无战事》

补充观众对“这个时代”的思考

●“《北平无战事》恰恰是肩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它
充满了对大历史、大时代的哲思，也体现了对观众深层次
精神需求的敬畏和尊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单靠几个偶
像是成不了‘北平现象’的，这部剧的应运而生，是与当
今的时代脉搏碰到了一起。”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电视剧
《北平无战事》自开播以来，在卫视和地方台都获得高收
视率和良好口碑。尹鸿认为，电视剧引起社会自发的、普
遍的关注和讨论，与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期有
关，包括反腐、群众路线等在内都是今天中国社会大众的
重要关切，亟须积极的文艺创作、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去
补充观众对这个时代的思考。

(于国鹏 辑）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