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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北依大明湖、西傍护城河的崇明寺整修二

期工程将于今年上半年完成，这座隐于闹市的

清静之所将展现出怎样的新面貌，为不少“老

济南”所关注。1月26日，省政协委员、千佛

山兴国禅寺方丈、崇明寺住持弘庵法师表示：

要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曾是老城区最高建筑

沿按察司街步入济南的老城居民区，向西

拐进县学街，你会发现一座古香古色的建

筑——— 底部砖石拱门敦实拙朴，顶部楼阁别致

明艳，红柱灰瓦，走壁飞檐，映衬得那“崇明

寺”三个字格外显眼，为这寒冬中的大明湖畔

古城区，着实增添了一抹暖色。再由旁门步入

寺院内，方得见这建筑名为“文昌阁”，正对

着的大雄宝殿里供奉着佛像，斋堂内诵经声不

绝于耳，尽管院中在进行着紧张的施工，但前

来此地的信众抑或游人，却仍能立刻沉静下

来，感受那闹中取静的清幽氛围。

“整修自2012年开始，先期按照布局规划

进行建设，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二期工程，着重

于内部的调整和装修，预计今年上半年完

成。”弘庵法师介绍，崇明寺的前身原为历城

县的县学文庙，始建于明代，民国后还曾被改

建过学校，历经更迭后，几近倾颓，直至上世

纪90年代得以重建，于2010年底被命名为“崇

明寺”，并由兴国禅寺接管。

“这座寺庙虽然占地仅3亩，但整修起来

并不轻松。”弘庵法师对记者说。施工过程

中，他们发现雨水充满了整个地下室，仅是抽

干水就足足用了7天，而后又花了半个月的时

间来清理淤泥，再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晾晒、

一年多的时间来观察核验……整个过程耗费了

大量的心血。而工程中，他们在保留古迹遗

存、恢复原有外观的基础上，以“展现古韵”

为原则，开展新建工作。也因此，新建的文昌

阁上楼阁部分实现了与寺庙建筑风格统一，也

更彰显端庄雄伟之气，仿佛再现了这座据称曾

是济南老城区最高建筑的不凡气度。而为了让

寺庙“古朴但不僵化”，他们又在灯光、装饰

上下功夫，使其在保持庄严的同时，透露出稍

浓的现代气息。

宗教功能更加多样化

“与深山古刹不同，崇明寺地处城市中

心，应当融入当下，在让人们更好地体验宗教

生活的同时，也要和现代生活理念相结合，与

现代人产生更多的互动，更好地服务于民

众。”弘庵法师认为，宗教场所要彰显内在文

化，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承传统，还应当有序

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以包容的

理念，面向更广的人群，发挥缓解压力、疏导

情绪、引人向善等社会功能。也正因此，几年

来，崇明寺通过举办禅修、讲经、祈愿法会等

多种多样的活动，让广大的信众、民众参与进

来。而在新春、中秋等时节，该寺一些写祈愿

卡片、供祈福灯、寄语“菩提树”的活动，更

与济南的传统民俗充分结合了起来，让市民们

在清雅、愉悦的氛围中，许下自己的美好愿

望，感受一份“善”的沟通，因而广受人们的

欢迎。“此次整修完成后，我们将邀请一些专

家来进行有关佛教文化、传统文化、养生知识

的讲座，进一步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将其公益

性、教育性、文化性等功能进一步放大。”弘

庵法师说。

作为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会

长、济南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弘庵法师也打算

把这样的理念写进自己今年的提案中，即“宗

教活动场所的功能转化”。“佛寺不能只供游

人前来观赏，佛寺的活动也不能只停留在让民

众前来烧高香上。要将传统的人文情怀与现代

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和

道德素质。”

不忘传统回馈社会

“当然，适应现代生活理念的前提，是不

失传统。”弘庵法师表示，宗教活动场所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载体，其承载的“孝道”

“诚信”“有担当”等思想传递开来，能够让

更多的人加入到以慈善为主题的行动中来，在

社会中播撒关爱和正能量，进一步拓展参与者

生命的宽度。

而崇明寺每年也不断发起大量的慈善公益

活动引导百姓，回馈社会。据介绍，该寺发起

的“慈心点亮小桔灯爱心传递活动”至今已开

展两年。活动中爱心人士捐赠图书，捐赠给省

城偏远贫困小学，点亮孩子们的知识世界，让

他们有机会透过书籍和精彩的世界沟通；坚持

向省城残疾人捐赠100辆轮椅，已有3年；向智

障人士、自闭症儿童提供大量的康复器械；为

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急需的冬衣；为边远贫困

家庭送去粮油……

“其实，我们是在汇聚爱的力量，让人们

又多了一条扶危济困的渠道。”弘庵法师对记

者表示。今年，该寺还发起了“2015‘温暖泉

城’爱心活动”，面向社会接收面、油的捐赠

后，走访南部山区60多户五保户、特困户，这
得到了济南市民的积极响应，捐赠数量之多大
大超出预计。“2015年，我们还想进一步扩大

捐助面，计划捐助一批寒门学子大学第一学期
的学费，帮助他们圆梦的同时，也激励他们自
强不息，努力完成学业，今后能投身公益事业
回报社会。”

展现崇明寺古韵 古朴但不僵化

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弘庵法师：宗教活动场所功能需适时转化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历时4个月，备受关注

的第二十二届“泉城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
据了解，新当选的“杰青”均是各行各业的

佼佼者。他们是立志服务城乡居民医保事业的医
生王军；忠于使命、时刻准备为人民冲锋陷阵的
消防官兵王建良；策划深受泉城老百姓喜爱栏目
的制片人乔凌；勇敢进军养老产业的拼命三郎孙
煜航；努力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李晓
丹；用儿女情怀让往生者完美终结的工作者辛沙
沙；走基层、问民生、求真理的新闻工作者袁超等。
他们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责任、奉献、创新、诚信”
等成为新时期“杰青”共同的精神特质。

公开公正的原则贯穿于此次评选活动的始
终。评委会由20名大众评委，以及人大代表、政
协、历届“杰青”、纪委、税务和组委会成员单
位的专家学者组成，媒体记者全程监督。接下
来，活动组委会还将组织“‘杰青’进校园、进
社区、进农村”等走基层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让可学可敬的优秀青年榜样影响和带
动更多的青少年。

泉城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揭晓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照全市“文化创新年”总体部

署，济南市文广新局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创
新公益演出模式，面向各县（市）区，推出“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济南市公益演出走基层活
动，将300场精彩纷呈、风格多样的文艺演出免
费送到基层群众身边。1月26日下午，活动启动
仪式在章丘市文化中心百脉剧场举行。本次活动
将持续至2015年12月。

据了解,该活动由济南市文广新局、济南市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共同主办，济南各市属
艺术院团、各县（市）区文化局承办。济南市属
艺术院团按照要求，负责提供多样化的演出节目
单，各县（市）区结合当地文化需求，实行点单
式服务，将以往的公益演出院团“演什么”基层
单位“看什么”，转变为基层单位“看什么”院
团就“演什么”。在1月26日下午举行的启动仪
式上，来自济南市歌舞剧院、市京剧院、市曲艺
团的优秀中青年演员们与章丘市艺术馆的演职员
们通力合作，先后为当地观众奉献了精彩纷呈的
舞蹈《欢欣鼓舞》、器乐联奏《十全十美》、歌
舞《中国梦》，诙谐幽默的山东快书《十字
坡》、相声《学艺》、山东琴书《正反话》，惊
险刺激的杂技《蹬人》、魔术《炫》以及字正腔
圆的《玉堂春》《三家店》《打龙袍》《铡美
案》《四郎探母》等京剧传统戏选段，赢得了章
丘观众的阵阵掌声。

公益演出走基层活动

拉开帷幕

□记者 马桂路 报道
1月23日，修葺一新的文昌阁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雄伟壮观。

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既
要保留传统，又应适应现代生活，与当下群众
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紧密结合起来。建议公
园内的宗教场所应向市民免费开放，禁止烧高
香，引导民众敬佛礼佛时更文明、更安全、更
环保、更现代。

在形式上，可以主张并强调更内在的沟
通，引导信众、民众履行宗教仪式时烧精致的
小香、敬花、敬水、供奉电子小灯，以更安
全、环保的方式来展示情怀，避免明火，也可
以更好地保护庙宇古建筑，切实提高人们的道
德素养。

在活动内容方面，不仅面向信众，不忘传

统，打造一个良好的、与广大民众产生互动的
场所，更好地展示其内在文化。同时，与现代
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显现现代生活气息，举
办多样、活泼的各项活动。通过禅修、祈愿法
会、讲座等活动，适时与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
民俗相结合，让民众有序参与进来，释放压
力、疏导情绪，建立健康的心理，感受“善的
沟通”。同时，也要让信众、群众积极切入进
来，传播爱国、尽孝、诚信等正能量价值观；
积极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关爱亟需帮助的社会
弱势群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从而进一步扩
展宗教活动场所的外延，实现其公益性、教育
性、文化性等功能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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