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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华

我热爱国学，近来多是读一些画稿书论
与古籍杂文，好久没有读一本当代人所写的
书了。然而，李建礼教授的《吃墨——— 中国
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却让我且读且思
且陶醉，连续读了好几遍，至今仍然回味悠
长。

原因无他，此书不是一部简单的专著，
而是一部集理论、学术、历史、趣味于一体
的综合性著作。其文练达凝重，质朴自然，
神采飞扬，没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专
业积淀和高超的语言概括力，是写不出来
的。其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一句
话：书如其人，字如其人。君子风度，文质
彬彬，上善若水，纯朴秀灵，非大家不可
及。其理近乎道，体之道，悟于道，真知灼
见，至理名言。这样的巨著，没有通达的哲
学思考与人生境界，是无从下笔的。

初读像听故事。全书共99篇，每篇自成
一章，讲述一个宣纸上的故事。其中，既有
帝王将相的翰墨情怀，又有庶民道释的直抒
胸臆；既有南帖北碑的来龙去脉，也有简帛
砖瓦的历史真相；既有战乱年代的跌宕起
伏，还有和平年代的爱恨情仇……娓娓道
来，引人入胜。让人从一个个感人肺腑、催
人泪下的人和事里，不自觉地了解了书法历
史，掌握了书法知识，感受了不同时期的历
史背景，领略了大师们的风采。《武则天的
丈夫气》一章，通过一代女皇创飞白书、树
无字碑的故事，一方面讲述了武氏在书法艺
术上的癖行和诞举，另一方面隐喻了武氏治
国理政的才能和智慧，把一幅前承“贞观”
后启“开元”的盛世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令时人叹为观止，也令我辈望尘莫及。《张
好好诗》叙述了青楼女子张好好沦入风尘的
不幸际遇和作者杜牧的感伤情绪。《吃墨》
通过《感伤迟暮的〈张好好诗〉》这个故
事，一是说晚唐蓄妓之风盛行，当时名都大
邑皆有“绛纱灯”，也就是红灯区，妓女挂
牌营业合法，文人雅士经常夜游妓院或狎
妓，与妓女关系十分密切。二是《张好好
诗》在史诗园地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瞩目，但
在书法史中却颇具价值，说明杜牧不仅是晚
唐大诗人，其书与同时代大书家相比也毫不
逊色。三是张伯驹先生在国难时期，为保护
国宝——— 《张好好诗》，历尽千辛万苦和生
命危险，后来捐献国家的爱国之举，其精神
令人敬佩。《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因由北
朝后期北周武帝强令灭佛，波及邻国北齐，
“护法”者将金刚经刻于泰山南麓龙泉山谷
的石砰上。有人说石经如坐佛，亦有人说像
蹲狮，书者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其
字用笔雄浑、气象高古，乃榜书之宗、大字
鼻祖。所以说，《吃墨》并非是写给少数人
看的专著，而是写给大众茶余饭后随意翻阅
的故事汇。

再读如读历史。正如作者在《后记》中
所言，本书以中国历史脉络为线，以历代名
家珍帖为点，以鉴赏评析为面，阐释书法史
上某种特殊现象、某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品
评书法艺术价值、书法家的人品修为，让广
大读者在舒适轻松的意境中了解人文、在回
味钩沉真相中还原历史。《吃墨》从文字的
起源开始，探索书法艺术发展之流，带领我
们穿越三千年的时空隧道，感受方寸间的文
明，重温中国的记忆。拜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文

字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书法由汉字升华而
生，是民族血脉、历史所系。《吃墨》通过
一个个历史人物、一件件墨宝真迹，讲述我
国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记忆，塑
造了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的书法史上的群星
形象，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复杂性以
及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了上下五千年、纵
横千万里，中华民族辛勤耕耘、自强不息，
创造的灿烂文化和辉煌历史。

又读方悟书艺。《吃墨》没有直白地告
诉读者怎样学习书法，而是通过介绍历代书
法名家、珍迹的背景、趣闻、价值，从学术
角度赏析和评价这些名家珍迹的艺术成就和
得失，让读者从中体味书法艺术的精髓，感
受历史文化的熏染，找到自己的定位坐标。
拜读《吃墨》这本书，如同找到解密书法秘
笈的黑匣子，从中悟出了书法的真谛。其
一，学书当溯源。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日
益发达，书法碑帖出版众多，让人目不暇
接；书法的实用性逐渐被艺术性所取代，审
美趋向迥异，让人无从入手。然而，循着
《吃墨》去探寻和思考，答案很明确，那就
是无论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爱好者、甚
至书家，广义上讲，都应当从历朝历代的经
典书法范本入手，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一种最
契合自己气质与审美的风格。这是因为，书
法的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范本技法与审美深
入研究和理解之上的，述古才能出新，别无
他途。从狭义上说，书法学习重“流”更重
“源”。若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历史长
河，王羲之、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
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后世无论哪个朝代
都无法绕开这些经典，只是在传承过程中加
入自己的书写风格，形成了所处时代的审美

风尚，即所谓“流”。学习“流”永远难以
超过“流”，而欲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
“源”中去寻找智慧。其二，学书须有师。
仔细研读《吃墨》，可以得到这样有益的启
迪：凡有成就、历史留名的书法家，无一不
是通过名师传承获得的。现在更是如此。因
为，学习书法实非易事，仅与书写有关的工
具材料就不容易认识，更何况与书写有关的
技术技巧更难以掌握，特别是许多以讹传讹
的错误观念，尤其让人难以辨别真伪。如果
没有名师点拨，只靠自己去练、去学、去
悟，不仅事倍功半、很难成功，而且有些方
法错误，只能不断重复错误，南辕北辙。另
外，选对老师至关重要，最好选一位从事教
学工作的学校教师跟随学习，因为他们具有
崇高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师德修养，他们不
藏私，可以为学书者解疑释惑，能够使人事
半功倍。其三，学书贵有“字外功”。书法
作为一门艺术，除了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着必
不可少的技术技巧外，还是一种以心导手的
心理活动过程的记录与呈现，不仅传达着书
者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像《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
之所以被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令人难以望其
项背，皆因其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更
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相关。因此，要
想成为书法艺术的圣手，就必须具有深厚的
学养和必要的人文学科知识，即所谓的“字
外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拜读
《吃墨》，无疑与历代大师进行跨越时空的
心灵对话，无疑与建礼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书
艺交流，于欲求书法知识之诸君，可谓善莫
大焉。

且读且思且陶醉
——— 评李建礼教授《吃墨》

□李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1日，在刚刚结束的

东营市东营区“胜利合行杯”首届民间文
艺团体调演中，由天一艺术团创作、编排
的现代吕剧《卖蟹风波》首演（右图），
让观众眼前一亮，现场掌声不断。最终，
该剧荣获最佳创作奖，该团也以总分109分
的总成绩，名列35家参赛团体之首，被评
为十佳文艺团体。

该剧故事发生在黄河入海口某镇，解
大爷是本镇本本分分的农民，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他利用当地鱼蟹丰美的生态资
源优势，打鱼捞蟹一辈子，却仍没有改变
自身的贫困；为改变家庭面貌，儿媳解嫂
在解大爷的支持下，办起了解嫂大闸蟹养
殖场，但终因经济和技术上缺少支持，面
对自然灾害而损失惨重。现如今，政府出
台了扶持大闸蟹产业发展的好政策，在山
东黄河口大闸蟹有限公司的帮助下，养殖
场红红火火，闸蟹也获得丰产。但解大爷
面对利益的诱惑，却欲毁约将闸蟹卖与商
贩庞三。围绕着卖蟹这一看似简单的小
事，发生了一系列曲折的故事……

据悉，吕剧《卖蟹风波》由天一艺术
团团长李光辉编剧，垦利县吕剧团副团长
刘俊亮作曲，东营市艺术馆文化辅导员、
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获得者柏绪民
担纲导演。剧作以全国十大名蟹、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的黄河口大闸蟹为题材，以政
府出台扶持“三农”政策为背景，以吕剧
这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紧
紧抓住诚实守信这条主线，弘扬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了新时代农民的善良
淳朴和企业诚信经营的时代风貌。

新编吕剧《卖蟹风波》东营首演

公共文化重点工程惠民生

创建带动工程取得新成效。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国文化
先进单位（县）创建、第九批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县评选
命名、首批省级示范区验收、第二批国家级示范区（项
目）中期评估和第三批申报等工作。我省现有全国文化先
进县（先进单位）40个，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县86个，总
体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有3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3个示范区（项目）创建单位，22个省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5个市级、17个县级），27个省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推进标准化、均等化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不断扩大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纪念馆、文化站“五馆一站”免费开放
服务范围，新增服务项目6735个、窗口5120个，服务群众
9155万人次，为农民工、残疾人、少年儿童等特殊群体新
增服务窗口435个、服务项目269个。在以基层投入为主的
基础上，积极拓宽资金渠道，2014年争取2500万元彩票公
益金，对1万个农村文化大院（综合文化中心）进行了优
化升级，省文化厅投入500万元，为6000个优秀小广场配
备便携式移动音响。

综合文化站规范化建设工程有序推进。依托我省被确
定为全国东部地区乡镇综合文化站评估唯一试点省份的基
础和优势，按照文化部评估标准，在全省部署开展了首批文
化站评估工作。全省达到国家三级以上标准的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83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

数字化建设工程稳步推进。统筹文化资源共享工程，
推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数字化，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
手段为群众服务，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对群众的吸引力。目
前，全省建有文化共享工程分支中心157个，文化共享工
程基层服务点8万个，年服务人次超过6000万，组织培训
10万余人次。各级图书馆数字资源量实现较大增长，省图
书馆达到110TB，同比增长11%，各市平均可用数字资源
量近30TB。全省建成公共电子阅览室9391个，服务终端10
余万台，3G网络终端4100个，年服务5000万人次，可监测
服务人次居全国第一。已建成“海疆公共电子阅览室”15
个，开展了乡镇示范点建设，启动建设15个数字文化驿
站，方便基层群众通过数字终端随时随地获取数字文化资
源。同时，启动了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项目建设，
开通了尼山书院网站和尼山书院手机客户端应用。

公共文化辅导培训工程广泛开展。去年，省文化厅在
山东大学全国基层文化干部培训基地举办广场舞骨干培训
5期，尼山书院管理和师资骨干培训班7期，对近千名基层
文化干部和各级尼山书院负责人及管理骨干进行了培训，
提升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文化产品总量不断提长

文艺创作进一步加强。全省专业院团新创作剧目80余
部，新创作群众文艺优秀作品660余件，每年举办县级以
上较大规模展览2100余场次。以筹办十艺节为契机，全省
新创作重点剧目62台，群众文艺节目4400余个，参加县级
以上选拔的美术作品13200余幅。共有39件作品参加群星
奖比赛，其中，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作品各8件，广
场舞3件，合唱4件。群舞《闯关东》、广场舞《豪情鞭鼓
俏秧歌》、戏剧《我们的名字》、曲艺《孔子试徒》等32
件群文作品获得十艺节“群星奖”，弦索乐《乡音和
鸣》、广场舞《雩》、山东琴书《闹喜宴》等7件作品获
得“优秀演出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并遥遥领先。
结合备战十一艺节“群星奖”，对推进全省群众文艺精品
创作进行动员部署。2014年，全省各级新创670余件内容
健康、题材多样、艺术性观赏性和时代性俱佳的群众文艺
精品，经过专家审核评议，共择优选出76件优秀作品入围
重点打造名单。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围绕十艺节、各类节假日和重大
活动，组织开展“喜庆十八大，相约十艺节”八大板块系
列文化活动、“群星奖”新创作作品“六进”活动（进农
村、进社区、进广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民俗文化
艺术展、民间艺术汇演、书画展、才艺大赛、花灯艺术展演、
舞蹈公开赛等群众文化活动。成功举办第十六届中国老年
合唱节，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1
支老年合唱团队参加，参演人员近3000人，山东4支参赛队
伍取得优异成绩，荣获赛事最高荣誉奖“齐风杯”2个。举办

“幸福舞起来”——— 山东省首届中老年广场舞大赛，800余支
广场舞队伍、3万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参加活动。全省每年举
办各类社区文艺汇演4万余场，在3400多个规模较大的文
化广场，每年举办各类文艺演出5万余场，国有文艺院团
每年送戏下乡演出1 . 3万余场，参与群众达3000万人次，
极大地丰富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文化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全省县以上文化志愿者组织机构334个，注册文化志
愿者23万余人，年开展培训、活动4 . 7万期次，服务群众
1700余万人次。

组织实施了“春雨工程”示范活动，与甘肃、宁夏、
贵州合作开展了齐风鲁韵大舞台、书画名家大展台等活
动。青岛、烟台发挥示范区优势，组织开展“春雨工程”
文化志愿服务项目，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

在文化部2014年“文化志愿服务推进年”优秀典型评
选中，省文化厅、青岛市文广新局、烟台市文广新局被评
为全国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工作优秀单位，6个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被评为示范项目。

在文化部2014年“文化志愿服务推进年”优秀典型评
选中，省文化厅、青岛市文广新局、烟台市文广新局被评
为全国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工作优秀单位，6个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被评为示范项目。

全省有群众文化辅导团队20万人，全省登记在册的庄
户剧团有5600余支，群众文化队伍30余万人，业余文艺骨
干45万余人。

■相关链接

本报济南讯 5月19日，山东歌舞剧院爱乐合唱团赴
韩国首尔参加2015中韩“激情梦想”艺术大赛，合唱团以
其优美纯净的音色和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获得了观众们的
一致好评，并得到中韩专家及评委的高度认可，获得合唱
类比赛第一名，一举夺得最高奖“金像奖”。

此外，带领合唱团前往参赛的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李
强获得优秀指挥奖，孙颖获得优秀伴奏奖，季红蕊获得优
秀声乐指导奖。山东歌舞剧院爱乐合唱团被韩国首尔文化
交流协会授予“中韩友好交流特殊贡献奖”。

山东歌舞剧院爱乐合唱团2011年4月正式成立，在原
创歌剧《赵氏孤儿》和大型交响合唱套曲《黄河入海流》
的排练和演出中都有出色表现。

爱乐合唱团韩国捧大奖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5月23日，一个题为《天下有道：孔子的社
会理想》的学术讲座在省图书馆国学分馆举
办，主讲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世安，以深厚的学术底蕴、独到的个人见
解，深入分析和讲述了孔子社会理想的基础
和思想内涵，并对孔子及其弟子有关社会理
想的言论进行分析，令听众受益匪浅。这场讲
座还通过全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平
台进行了网络直播，大大扩展了覆盖范围。

这个讲座是山东省尼山书院“孔子公开
课”第6讲。这是我省打造的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平台之一，影响正逐渐扩大。5月28日，在

《文化方舟》栏目开播及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
处长刘显世介绍，近年来，我省以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点，全力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社会化、数字化服
务水平，深入实施重点文化工程，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
列。其中，我省“图书馆+书院”公共文化服务
模式，在全国推广。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成“样板”

5月31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
图书馆尼山书院将在奎虚射圃举办首届“尼
山书院杯”少儿射艺比赛交流活动，以更好地

发挥尼山书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用好这些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不断拓宽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成为我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突出特点。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
设卓有成效，目前，我省统筹推进尼山书
院、社区儒学和乡村儒学建设，取得显著成
果。其中，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尼山书院的建设并不简单。尼山书院理
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李西宁介绍说：“专
门成立山东省尼山书院理事会，制定建设标
准，建立专家库和推荐书目，开通官方网
站，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签订合作协
议，并举办了五期全省尼山书院管理骨干培
训班。”

尼山书院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省图书
馆尼山书院被国家图书馆授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实践基地试点单位”。

同时，省尼山书院服务功能开始向基层
延伸，在济南成立了首家示范性的“社区儒学
讲堂”并开讲。刘显世介绍，“截至去年12月，
全省建成尼山书院67个，开展活动1300场次，
服务群众超过17万人次。建成社区儒学讲堂
694个，乡村儒学讲堂2735个，这些讲堂积极开
展活动，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完善设施网络“均等”是核心词

刘显世介绍，我省按照构建“15—20分

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要求，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目前，我省整合公共文
化资源，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基本覆盖。”

一组数字可以直观呈现我省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的成果。目前，全省各级图书馆157个，
文化馆158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达到国
家三级以上标准的835个，符合要求的文化大
院或综合性文化中心69900个。全省建成文体
小广场52000个。

设施配置则注重“均等”。从全省范围看，
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均衡推进，各市与省政府
签署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责任
书，截至去年底，任务完成率全部达到90%以
上。与此同时，各地又努力促进区域均等，加
大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扶持力度，促进
特殊群体均等，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量身打
造文化服务产品。刘显世说：“均等配置公共
文化资源，从而真正实现文化成果的均等共
享。”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建
成面向视障人群的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应用
平台“山东省盲人数字图书馆”，首创数字
图书馆网站、数字文化服务网络、数字资源
库的“一站、一网、一库”建设服务模式。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社会化

经过详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我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和标准即将出
台。刘显世表示，“综合而言，我们一方面抓好
各项试点，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另一方
面，鼓励多元参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
化。”

刘显世介绍，我省成立了由省文化厅牵
头、省直23个单位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协调机制，同时全面启动标准化等试点
工作。按照文化部要求，对省级试点工作进行
了全面部署，并扩大试点范围。6个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试点市、5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试点市、10个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
理结构试点单位已全面启动试点工作，并初
步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

在促进公共文化社会化方面，我省扩大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围绕“购
买什么、如何购买”，不断健全政府购买服务
运行机制，促进购买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刘
显世说：“根据群众对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
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研究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以竞
争性购买为主，涵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
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多元化公共服务
购买模式。2014年，省文化厅投入500万元，以
政府购买的形式为6000个优秀小广场配备便
携式移动音响。各地也积极探索，创造出一批
成功经验。”

我省还积极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山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前列

“图书馆+书院”模式成“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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