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第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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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春末夏初，花草丰茂。4月27日，《孟
子文献集成》首发式在邹城市孟子研究院
举行，该书第一辑宋元卷15册正式亮相。
据了解，《孟子文献集成》全书总投资约
1200万元，由孟子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人民出版社合作编
纂出版。下一步，将陆续完成明代、清
代、海外等卷集的整理编纂和出版。

文献绝大部分尚未整理出版

“亚圣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至关
重要的地位，孟子将孔子‘仁’的思想延
伸到政治层面，使得儒学从‘修身’之学
成为‘治国理政’之学。但令人遗憾的
是，孟子文献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历代孟子文献从未系统整理，这与孟子在
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和地位极不相称。”
谈起孟子文献的整理研究现状，山东师范
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兼孟子研究院院长王
志民教授表达了这样的遗憾。

据王志民介绍，截至清末民初，孟子
文献存目的就有2000种左右，90%以上没有
整理出版，70%以上仍然处于尘封状态，
深藏闺阁，难睹芳容。“这就导致了当下
孟子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

孟子文献历代已从多角度进行了阐
述，宋元文献多义理阐发，以朱熹《孟子
章句集注》为代表；明代以王夫之《读四
书大全说》为代表，多从心性之学挖掘孟
子丰富的思想内涵；清代孟子学最盛，不
仅产生了以乾嘉学者戴震《孟子字义疏
证》、崔述《孟子事实录》为代表的大量
考据、辨伪著作，还出现了集前人研究成
果之大成的焦循《孟子正义》。

“究其脉络，大致以东汉赵岐《孟子
章句》为发端，历代学者多所阐释研究。尤
其宋元以来，孟学实为千年显学。孟子文献
内容所涉注释训诂、义理阐发、思想挖掘、考
证辨伪等各个方面。”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来教授谈到
孟学研究时说，“这些积累下来的文献是当
下我们研究孟子之学的第一手资料。将这些
文献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完整、科学的学
术整理，将为国内外当代学术界开展孟子与
儒学研究提供权威的文献资料，对于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孟子文献、传播孟子思想
具有深远的意义。”

《孟子文献集成》第一辑出版

《孟子文献集成》整理编纂项目从
2014年5月份开始启动。依托孟子研究院为
载体，相关专家先后召开了5次文献选目研
讨会，4次学术编纂研讨会。经过近一年的
努力，顺利完成《孟子文献集成》第一辑
宋元卷15册的出版工作。

第一辑宋元卷基本囊括了宋元时期的
《孟子》传本和研究成果，其中涵括宋元刻
本14种、首次出版的16种、日本藏本3种、
哈佛大学藏本1种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2
种。

“我们搜集到的存目文献有2000多
种，但在国内外图书馆能够找到的只有
1200多种。这其中很多是图书馆或博物馆的
藏品，相当多的是善本和孤本。”王志民介绍
说，“这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难度越
大，也意味着价值越高。在文献搜集过程中，
能找到善本的我们一定找到，能找到很多版
本的我们尽量找到最早的版本。”

“接下来的《孟子文献集成》明代部
分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明代
孟子文献有很多，但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文献
在日本，而且散落在多个地方的图书馆和博
物馆。”王志民坦言目前的困难，“孟子文献
流失于国外，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现在，
孟子文献的搜集整理已经纳入山东省‘海
外儒学文献回归计划’，我们将努力促成
那一批珍贵的孟子文献回归。”

按照计划，《孟子文献集成》将在
2015年完成宋元、明代辑，2016年完成清

代辑，2017年完成海外编及附编。王志民
说，“文献的整理只是这个课题项目的第
一步，接下来我们还将结合发掘、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契机，围绕孟子思想的
研究和阐发展开工作。”

文献集成是一项学术工程

陈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整个社会，凝聚的共识就
是，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面对中国传统文
化，因此一些原来忽视的领域被重新认识，
一些研究尚处于浅层的课题也正逐渐走向
深入。“不只是孟子研究，整个学术研究现在
也是处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

他认为，单从孟子研究来看，可以称
作“处在恢复期”，还有很多关于孟子的
注解研究工作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还有很
多历史文献资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现
有的一些博硕士论文也没有对这些内容进
行特别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孟子研究的
开始阶段，比较关注孟子本人和其学说，
以及和孟子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文献。但随
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全面掌握历

代学者对孟子的研究与阐释，看他们如何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阐释孟子的思想。这
样一来，全面掌握孟子及其学说、历史上
的研究状况等资料，不仅仅是一个基础性
工作，也是一项必须开展的学术工程。现
在，陆续整理出版的《孟子文献集成》，
将为研究者们提供丰富的资料，并给他们
带来极大的研究便利，像其中所辑录的文
献，有很多是前所未见的，尤其是一些流
失于海外的文献，更是弥足珍贵。”

陈来表示，对孟子及其学说的研究，
无论从思想与学术角度看，还是从现代社
会建设看，都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
值，“举例来说，孟子深化了孔子的思
想，对‘心性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
让儒学在遇到传入的佛教后可以作出回
应，能够更顺理成章地吸收并内化外来文
化。再比如，我们现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
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孔子仁的
思想只提到了个人层面，而孟子将仁放大
到‘仁政’的国家和社会层面。这些都是
我们当下研究孟子思想的社会意义和时代
意义。”

70%以上仍处于尘封状态，甚至流失国外

孟子文献抢救保护刻不容缓

□ 孙先凯

近日，由省财政厅、省文化厅、山东演
艺集团联合主办的省级“政府购买精品剧目
送戏下乡惠民演出”项目，在济南举行签约
仪式。我省将由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省级文艺演出团体
500场公益性演出，实现文化惠民。在这次
签约仪式上，承担公益性演出主体的山东演
艺集团与下属院团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包
括演出时间、演出场次、演出地点、演出剧
目、演出质量要求、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内
容。

这种财政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尝试，打
破了政府财政直接支出补贴院团的旧方式。
同时，也将自主权下放给院团，让院团能够
结合群众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使供求能够直接对接，
使供方的“供”更贴心，使求方的“得”更
顺心。业内人士表示，结合这一项目的实际
运作，下一步还将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的第三方监督机制。

关于第三方监督机制，有些国外的实践
可资借鉴。比如，英国文化管理模式是，政
府不直接管理众多文化艺术机构，而是在政
府和艺术机构之间设立某种中介机构。政府
向中介机构咨询文化政策建议，中介机构接
受政府委托决定对被资助的艺术机构拨款，
并对拨款效果进行监督。在笔者看来，目
前，我省这种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
式，已经有了英国文化管理模式“一臂之
距”的雏形。

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部分文化机构整体转企改制，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的角色在转变，文化机构的市场主
体地位进一步增强。这些转变，对促进文化
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受市场
利益驱动，有的文化机构沦为市场奴隶，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放弃了责

任。”
如何解决某些文化机构处理不好市场与

责任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一
臂之距”的文化管理模式，在政府与文化机
构之间，设置类似于英国“文化理事会”的
机构，由文化艺术专业人士组成中介机构，
来负责政府与文化机构之间的沟通。这样一
种模式的好处是，一方面指导文化机构保证
政府文化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在保持文化
机构自由独立运行的情况下接受监督。

之所以这种模式能达成这样的目标，是
因为这一类中介机构的职能在于就文化艺术
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接受
政府的咨询，可以发挥专业优势接受政府委
托，决定财政中用于扶持文化机构或项目中
的资金分配，并实施对财政扶持的效果进行
监督、评估。专业中介机构的设置，其意义
正是在于让文化艺术的发展更加自由，创造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条件；另一方
面，由于机构的专业化和第三方化，还能够
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并对资金的使用提
供科学、客观的监督、评估。

笔者注意到，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已经有所涉及，
《意见》指出要“创新运行机制，建立事业
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
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
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
理，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完善年度
报告和信息披露、公众监督等基本制度，加
强规范管理。”此中提及的设立理事会及监
督机制，是与“一臂之距”政策中设立中介
机构相契合的。

我省在处理政府与文化机构方面正在进
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去年，我省一些文化
单位已经开始探索实施公共文化场馆法人治
理结构和理事会制度，引入社会力量，建立
了“政府——— 专业机构——— 社会组织——— 群
众代表”参与的共管机制。理事会成员由政
府、社会机构、专业人士、群众代表组成，
在工作中共同讨论场馆活动的开展，共同承
担法律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目前，这些
探索虽然还只是在公益性文化场馆展开，但
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亦可推广到改制的文
化机构等其他单位。

政府与公共文化的“一臂之距”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邹城讯 4月27日，位于邹城的

孟子研究院新址正式启用。担任孟子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陈来教授专程前来参加，并主持孟子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接受采访时他表
示，进行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不仅
需要“高大上”，也要“接地气”。

在陈来看来，“高大上”主要是指在高
校、研究机构学者进行高端学术研究，这方
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需
要民间的配合，通过“接地气”弥补书斋里
的局限。以孟子研究院的建设为例，他认
为，“文化的发展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不仅
仅要有大学、科研单位的学术积极性，还需
要地方的积极配合，两者综合起来，才能取

得更好的效果。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研
究、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像建设孟子
研究院这种学术研究与传播机构，不仅有
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些学术单
位参与进来，还能够改善单纯的学术研究，
从多个角度弥补科研单位的局限性。”

自2013年孟子研究院成立以来，已经
举办了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孟子高峰论坛、孟子公开课、儒学礼
仪传播推广等活动，提升了孟子思想及文

化品牌的影响力。陈来表示：“可能很多人
认为孟子学术离普通群众很远，其实不然。
孟子研究院既要有学术视野也要有地方视
野，我们需要有‘高大上’的研究，也要关注
地方文化的实际需求，找到适合地方实际
的文化实践。这实际上也是学术研究的另
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合适的方式，把学术成
果更全面地展示出来，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

目前，孟子研究院开设孟子公开课，

邀请专家或者学者，定期面向邹城市普通
群众进行讲学，普及优秀传统文化。陈来
对此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如果孟子学术
研究失去了当地的支持，没有与当地文化
建立联系，它所起到的社会效用将大打折
扣。孟子研究院推进的孟子公开课很接地
气，对于推广孟子学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觉得可以这么表述，孟子研究院把学术
界和地方相结合，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

弘扬传统文化要“接地气”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由菏泽市委宣传部、菏泽市文广新局共

同举办的菏泽市第四届戏曲节，日前圆满完成第二板块
“全市国有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暨“庆花会戏曲演出
月”演出活动。在这一板块的演出中，全市10个国有专业
文艺院团携10台优秀剧目轮番登台，其中包括由省戏剧研
究院、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大弦子戏传承保护中心
等整理恢复的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山》再次亮
相，让当地群众大呼过瘾。

据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东介绍，第四
届戏曲节包括首届民营剧团调演和专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
两大板块，旨在通过这种形式推进形成民营剧团“送戏进
城”和专业院团“送戏下乡”的工作局面，振兴和繁荣地
方戏曲事业。在刚刚结束的第二个板块活动中，全市10个
国有专业文艺院团携10台优秀剧目参与此次演出，集中展
示了当地专业艺术创作成果，其中，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
目《两架山》的亮相，是最引人注目的演出之一，因为这
是大弦子戏自“文革”期间剧团被撤销40多年后，近期重
新出现在观众视野中。“参加这次演出的10台剧目，7台
是新创作的大型剧目，另外3台也是群众喜闻乐见常演不
衰的传统经典剧目。从剧种看，涵盖了山东梆子、枣梆、
大弦子戏、大平调、四平调、豫剧、两夹弦7个剧种。”

这10台剧目，除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大弦子戏
传承保护中心演出的大弦子戏《两架山》、枣梆传承保护
中心演出的枣梆《生日》外，还包括单县山东梆子剧团演
出的山东梆子《大汉英后》、成武县四平调非遗传承保护
中心演出的四平调《伯乐传奇》、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
传承中心演出的两夹弦《田玉私访》、郓城县山东梆子剧
团演出的山东梆子《跑旱船》、曹县豫剧团演出的豫剧
《三打金枝》、东明县大平调剧团演出的大平调《华容长
歌》、巨野县山东梆子剧团演出的山东梆子《贺后骂
殿》、牡丹区大平调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大平调《冯
家老院》。

在今年初举办的第一板块活动中，菏泽市八县两区的
21个优秀民营剧团为广大市民群众奉上21场精彩纷呈的戏
曲盛宴。这也是菏泽市首届民营剧团调演。参加调演的这
21场演出，涵盖了山东梆子、枣梆、大弦子戏、两夹弦、
柳子戏、大平调、四平调、豫剧、坠剧九个剧种，全面展
示了菏泽底蕴丰富的地方戏曲文化。这次民营剧团调演持
续近一个月时间，最终还评出综合演出奖19个、表演奖68
个、乐队伴奏奖8个、组织奖5个，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营
剧团的发展。

菏泽戏曲节

好戏连台惠民生

精简奖项并不意味着削弱艺术评价

●“精简压缩奖项，并不意味着艺术评价的削弱。”
——— “文化部将削减六成以上文艺评奖”的消息，引

起广泛关注。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艺术
评价的消弱，“相反，我们要充分发挥包括理论评论、评
奖、宣传推广、荣誉制度等在内的各种艺术评价手段的积
极作用，特别是要大力加强艺术评论。要处理好评论与创
作的关系，把艺术评论时间前移，使评论与作品论证结合
起来；树立清新质朴的文风，增加评论的可读性、针对性
和有效性。”

动漫“精品时代”正在到来

●“在某一个时期大谈渠道为王没有错，现在谈内容
为王，也不全对，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是精品为王。”

———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廖祥忠教授说。“动漫创作
者不仅要重视未来动画的创作主体与消费主体、关注动画
艺术本身的发展走向，还要充分了解互联网时代动画的取
胜之道——— 做精品。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最大障碍
就是信息过于丰富，只有精品才能够从冗余信息中脱颖而
出。只要你是精品就不会被湮没，这是个非常公平公正的
时代。”

（孙先凯 辑）

□记者 卢鹏 报道
4月25日，在济宁市泗水县，微电影《借婆婆》演职

人员庆祝电影封镜。《借婆婆》是泗水当地农民作家孔维
青编剧，由当地群众微电影摄制团队完成，讲述了以孝老
爱亲为主题的喜剧故事，该微电影将在腾讯等大型门户网
站播放。近年来，泗水县鼓励发动当地群众文艺团队，创
作了多部宏扬主旋律，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微电影，受到社
会各界的欢迎。

□李岩松 报道
4月27日，首发仪式现场，大家争相浏览《孟子文献集成》。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