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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曲阜讯 6月27日至28日，“孔子学堂”国学教

育百校交流会暨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孔子学堂”授牌
仪式，在孔子故里曲阜举行。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
12个省市区101所中小学的校长等近两百余人参加活动。

27日上午，中国孔子基金会向济宁学院二附小授予
“孔子学堂”牌匾。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始建于1908年，曾
被教育家黄炎培誉为“全国小学之冠”。新时期，该校努力探
索孔子教育思想引领下的现代小学教育学校发展模式，坚
持以“仁爱”为校魂，以“诚朴、刚毅、乐观”为校训，不断深化
德育改革，努力培育现代少年君子，已形成了具有鲜明儒家
文化办学特色的品牌学校。与会嘉宾还观摩了济宁学院二
附小师生共同表演的志学礼和开笔礼。

28日上午，与会全体嘉宾一起赴孔庙，在大成殿前举
行了朝圣活动。下午校际交流时间，南京夫子庙小学、大
连新港小学、曲阜实验中学、陕西蒲城桥山中学、济宁学
院二附小等学校的代表交流了国学教育的实践情况，并探
讨了“孔子学堂?教育联盟”的筹建及交流事宜。

南京夫子庙小学代表冯爱东在发言中介绍，作为国内
唯一以“夫子”命名的学校，夫子庙小学在办学过程中，
以“星星论语课程群”为抓手，以孔子文化为依托来提升
校本课程的建设力。曲阜实验中学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实
验中学注重建设儒雅校园环境，营造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教
育氛围，并把家风家教文化探索作为学生约定俗成的假期
作业。陕西蒲城桥山中学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该校注重将
各种节日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活动，并
把诵读经典融入教学之中。济宁学院二附小代表李成泉在
发言中指出，教育的背后应该是文化，该校围绕孔子教育
思想，建构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学校文化系统、以“君
子”为核心的德育系统、以“智者”为核心的课程系统、
以“人本”为核心的管理系统、以“儒师”为核心的教师
系统和以“广博”为核心的资源系统。

据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大千介绍，“孔
子学堂”的创办，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并回应时代发展
新要求，对国学传播进行正确引领。学堂宗旨是“写好
字、读好书、做好人”，引导青少年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君子
是今天国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从而弘扬以孔子文化为
核心的优秀传统，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进而不
断涵养核心价值观、培育向上向善的力量。当前，国学教育
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尤为重
要。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选择适合青少年学习的
内容？如何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施以科学的教育方法？如何
正确引导中小学国学教育工作？“孔子学堂”国学教育百
校交流会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切做出的研讨和尝试。

这次活动，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
会主办，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承办。

孔子故里举行“孔子学堂”

国学教育百校交流会

□ 靳永

◆ 个人介绍 顾亚龙，1959年生，
1982年大学毕业。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
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山东省书协主席，国家一级美
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2000年评选为中国文联全国百名文艺家
德艺双馨代表，2006年山东省文联授予“德
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山东省政府评为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9年
中宣部评选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人才，2011年中宣部、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中国文联评选为第三届全国中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2012年入选中国书协
“三名工程”。多次担任全国书展评委，省
内外多所高校特聘教授，纪录片《千年书
法》艺术顾问。出版有《行书章法举要》、
《近现代名人手札赏评》、《顾亚龙楷书宋
词十首》等，主编有二十三卷本《山东书法
全集》。

近年来，他组织了“王羲之奖”全国书

法篆刻作品展、编辑出版二十三卷本《山东
书法全集》、开展“百县千村”书法下乡和
书法志愿者行动等，进一步推动了山东书法
的蓬勃发展。

新近出版的《顾亚龙书法集》，集中展
示了顾亚龙在书法艺术上的追求和造诣，多
角度地呈现了他的书迹之美。顾亚龙是当代
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创作是当代山东书法创
作的主要代表，也在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繁荣
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协会工
作组织者，担任着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带领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成功实现了由书法大省向书法强省的跨越。
目前，山东在全国性各类书法展赛中稳居前
三，山东书法已经成为山东文化艺术的一张
亮丽名片。

折中百家而能自酿新蜜

顾亚龙的行草书创作，最为人所熟知。
早在1980年代初，他还在宁夏大学读书时，

就以颜真卿“三稿”风格的行草书作品，在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展中获奖，
一成名而天下知。

他在颜字上下过大工夫，近来见到他早
年所作颜字行草，清刚雅健，的是作手。顾亚
龙的字，到了四十岁左右风格一变。他对宋四
家的黄字特加爱赏，认为古雅深美，迥出其他
三家之上。他后来的作品深受黄庭坚影响，但
并不像普通学习黄字的人，仅仅从表皮上沾
染些长枪大戟和颤笔，而是从用笔、字势上细
加揣摩，不求皮相，转得神似。

他曾为大众日报社书丈八巨幅，笔阵森
严，气象沉雄，见者无不咋舌。他的小字行
草书更为书界朋友熟悉和赏爱，古雅深美，
书卷气浓。2013年，他所书小行草《洛神
赋》入选中国书协“三名工程”。观《顾亚
龙书法集》中所收他临习羲献父子、欧阳
询、蔡襄、苏轼、米芾等人的作品，清晰可
见他在经典艺术语言上的造诣，真是既博且
深。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又善于别自树
立，顾亚龙折中百家，自酿新蜜，从而在书
法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面目。

深美闳约包蕴众态的楷书

2013年，顾亚龙曾出版《顾亚龙楷书宋
词十首》，将他多年来致力的楷书创作就教
于同道。所谓“良贾深藏若虚”，他平素极
少以真书示人，就连熟悉的朋友，也为他在
这方面的造诣感到震惊。

前文提及，顾亚龙少小临池，偏重鲁
公。鲁公楷书，颇近乎况周颐论词所标举的
重、拙、大之境。研习有年，渐觉鲁公书风
与自己才性未必尽合，于是转而攻习褚遂
良。褚字如精金良玉，无美不臻。他对褚字
用笔摇荡、毫发死生之妙别有神解，此时所
作，婉丽多姿。所谓“繁华落尽见真淳”，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顾亚龙的审美蕲向
也发生了变化。正如他的行草书由清雅转向
莽苍，他的楷书开始作“减法”，追求删繁
就简后的纯粹雅正，不期然而然地合于虞世
南脚手。他的楷书看似横平竖直、平淡无
奇，实则深美闳约、包蕴众态。

冀远乎俗而近乎雅

顾亚龙常说：“雅是书法的最高境
界。”《顾亚龙书法集·自序》里有一段具
体的解释：“我认为书法比较高的境界是
‘雅’，风格之间无高下，雅俗一字定品
格。”“我希望自己能在中国文化的殿堂里
三沐三熏，庶几能远乎俗而近乎雅。”

顾亚龙常常谈到两个话题，一是“以书
悟道”，一是“以书载道”。前者所论，是
如何通过书法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妙谛，从

而提升书家的道德文章；后者所涉，是如何
通过书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妙谛，从而泽
被世人、霑溉大众。既以自度，亦以度人。
他在书法文化上不但持论严正，而自己也正
是以书悟道、以书载道的践行者。对书法和
文化的虔敬，使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
件大的作品。他在《顾亚龙书法集·自序》
中说：“书法于我，是求美、味道的修行。
书法家不但用笔墨表现‘美’，也用笔墨体
味‘道’。美多方、道无穷，因此追求也永
无止境。四十年来，人生风雨晦明，但我对
书法的热爱从未稍稍为外物所移。这一份坚
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很多年前我曾
说，要把人生当作一件大的作品来书写。现
在来看，虽然成绩还达不到师友的期许，但
我一直在努力写好自己人生的一点一画。”

推动实现书法强省的跨越

顾亚龙还担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
席职务。在他的带领下，山东书法界讲政
治、重团结、干实事、谋发展，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山东书法事业的
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局面。从
协会组织建设上来看，山东十七市每一个县
市区都成立了书法家协会，有的地区甚至辐
射到了乡镇办事处；从会员发展来看，有省书
协会员六千多人，中国书协会员一千四百余
人；从获奖层级、入展人数上看，兰亭奖、
国展、单项展，山东都稳居前三。

上任伊始，顾亚龙就确定了本届书协主
席团工作的“三驾马车”：在展览方面，打
造“王羲之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学
术研究方面，编辑出版《山东书法全集》；
在文化惠民方面，组织“百县千村”书法下乡
活动。目前，“王羲之奖”已经成为我省唯一一
个国字号的文艺奖项。二十三卷本《山东书法
全集》已经出版七卷，年底可望全部出齐，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书法研究领域规模最
大、水平最高的学术工程。“百县千村”书法下
乡活动已经连续搞了三个年头，已经成为山
东乃至全国文艺界文化惠民的典型，山东书
协多次作典型经验介绍。在刚刚结束的十一
届国展中，山东书法篆刻入展人数跃居全国
第二，书法入展人数跃居全国第一。

“孰无施而有获，独好修以为恒。我自
知前路正长。”顾亚龙先生自期者如此。而
这，也正是山东乃至全国文艺界所寄望于他
的。

顾亚龙：独好修以为恒

□ 张丽军

20世纪80年代，王润滋、张炜、矫健、
尤凤伟、左建明、苗长水、刘玉堂、李贯通
等一批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山东作家，以其鲜
明的齐鲁地域文化风格、独特的伦理文化精
神追求和磅礴大气的丰富内涵而产生了巨大
的审美影响力，被誉为“文学鲁军”。新世
纪以来，张炜的《刺猬歌》、《你在高
原》，赵德发的《双手合十》、《乾道坤
道》等“传统文化题材三种”，刘玉堂、苗
长水、尤凤伟等作家佳作不断，呈现出蓬勃
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在文学鲁军的带领下，年青一代的山东
作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相继产生了
一批在国内文学颇具影响力和创作实力的
“鲁军新锐”：如刘玉栋、刘照如、路也、
王方晨、凌可新、常芳、东紫、王秀梅、艾
玛、宗利华、张锐强、范玮、瓦当、王宗
坤、柏祥伟、闵凡利、郝炜华、蓝强、潘维
建等小说家。而80前后的刘爱玲、莫问天
心、程相崧、乔洪涛、姜成娟、高阳也呈现
出较好的创作势头。“文学新鲁军”的概念
呼之欲出，这不仅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

学”的正常代际演化，而且也是对新一代山
东作家在国内文坛的巨大存在所应给予的新
定位。

“文学新鲁军”的小说创作实绩

刘玉栋是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70后实
力派作家。刘玉栋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可贵多
元的探索精神。《傻女苏锦》、《绿衣》、
《蛇》等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先锋性、魔幻性
的审美风格，并创作了《给马兰姑姑押
车》、《葬马头》等一系列飘逸灵动而又意
味深长的乡土文学精品，作品《我们分到了
土地》获得广泛赞誉。新世纪以来，刘玉栋
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准确描绘了当代中
国社会的精神状态，是70后文学的新突破。

女作家艾玛目前处于最佳创作状态，每
部作品出来都获得赞誉。艾玛“涔水镇”的
叙事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小说中关
于欲望、良知、民俗、道德、法律的内心纠
结无处不在，裁缝、理发匠、杀猪匠、妓
女、民警等形象虽然着语不多，但极富个
性。艾玛《浮生记》、《井水豆腐》等作品
获得“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王
秀梅近来发表的《父亲的桥》、《浮世音》
等“父亲”系列小说呈现出较高的文学品
质。此外，王方晨、常芳、东紫、宗利华、
瓦当等作家都表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产生
了较大影响力。80前后的小说家刘爱玲、乔
洪涛和程相崧呈现出较大的文学潜力。
（小标题）“文学新鲁军”的诗歌创作实绩

山东是一个诗歌大省。济南诗歌群、莱
芜诗歌群、临沂诗歌群、日照莒县诗歌群等
都是很活跃、很有影响力的诗歌群。60、70
后诗人路也、寒烟、宇向、王长征、戴小
栋、王夫刚、韩宗宝、格式、柏明文、孙方
杰、阿华、李林芳、东涯、高建刚、马启
代、窦凤晓、田暖等都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
青年诗人。“我万里无云/我独来独往/我对
一座山心悦诚服”，在这里“我不在此时此
地，从未在此时此地/我跟过去的我和未来
的我在一起”。这是在路也《城南哀歌》中
表达对“城南”世界的感受。“我和我的老
年在镜中重逢/莫非你某个眼神的暗示/白发
像一场火灾在我头上蔓延”，这是女诗人寒
烟的诗歌，其对诗歌意象的提炼和词语表达
的选择要求很高，以“百年”的评判尺度来
审视自己的创作。“时不时的，我写半首诗
/我从来不打算把它们写完/一首诗/不带我
去死/也不能让我以此为生/我写它干什么/
一首诗/会被认识的或不相干的人拿走/被爱

你的或你厌倦的人拿走/半首诗是留给自己
的”。宇向的《半首诗》呈现出优雅高洁的
诗歌质地和对世事人生的洞彻观察。

如何汲取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意蕴，重
建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魅力和文化品格，是
王长征近年来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习经
笔记》是这一追求的艺术结晶。在《一个人
的苍茫》诗集中，韩宗宝表达了一个执着于
潍河大地之上的诗人发现。此外，林之云、
王夫刚、戴小栋、孙方杰、尤克利、陈忠、
吴永强、史质等诗人的作品也有着较大影响
力。

“文学新鲁军”的散文创作实绩

新世纪以来，山东散文创作实绩较为突
出，出现了许多国内知名的散文作家，如耿
立、魏新、赵建英、陈原、简墨、王月鹏、
简默、也果、宋长征、林纾英等青年散文
家。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耿立是山东青年
散文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呈现
出思想的深度。在《秋瑾：襟抱谁识？》
中，耿立真挚深情书写了秋瑾及其时代同人
的英雄精神气概。简墨早期的散文集《清水
洗尘》呈现一种轻盈活泼的个人化性灵写
作。近年来，深厚积淀的简墨创作呈现出一
种井喷状态，“中国文化之美”系列著作的
出版引发众多关注，呈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当代性阐释。

赵建英和魏新的散文则钟情于个体情感
世界的生命体验，由此出发观照历史与女
性，乃至一个时代的命运。赵建英在《唯
美：1984》写到了东营平原上的棉花和夜晚
的纺线过程，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乡村女性绵
长坚韧的生命轨迹、艰涩而又无比怀念的青
春岁月。纺线、染布、谢了的芦花、消失的
曼陀罗、汀洲上的“无名氏”，交织成“那
个消失了的时代”、我们无比怀念的童年时
代，“唯美”不仅是作品集书名，更是赵建
英散文的精神品格和艺术风格特色。

“幽默、调皮、戏谑、抒情、无厘头，
或许是魏新散文的艺术特色。”近年来，魏
新转向对济南地域文化的散文书写。近期的
《白的菜》《拉的面》、《裹的粽》、《烤
的串》等作品体现了魏新的简洁质朴、接地
气的新创作走向。“江非曾有句诗：‘白菜
是最白的女人’，事实上，白菜也是最有才
的君子，它的才华不露锋芒，不着声色，在
争红斗艳的菜架上，只有白菜，安静朴实，
发出玉一样的光泽。”魏新从古今关于白菜
的文学描写入手，描绘出“白的菜”的品

格、质地，最后回到“那些一家人菜叶一样
围聚着菜心，贫穷但是快乐的美好时光”。
作品自然婉转圆润，展现了一个文化学者的
艺术新风范。

“文学新鲁军”再创辉煌的思考

从整体上看，“文学新鲁军”已经崛起
于新世纪山东文坛，在国内文坛产生了较大
冲击力和影响力，成为一只不可小觑的文学
新力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山东签约作家
和签约文学批评家队伍的扩大，“文学新鲁
军”获得体制内外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成长
助力，呈现为一种更加“长势喜人”的发展
态势。但是，要真正成为像80年代文学鲁军
一样赫赫有名、体现出“中国文学高度”的
创作水准和国际影响力，“文学新鲁军”依
然存在着不小距离。

随着新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每年长篇小说新作就有4000多部出版。如何
让“文学新鲁军”脱颖而出，是当前山东文
坛面临的最重要课题。这需要省作协等文学
管理部门发挥体制功能，如在北京上海举办
新鲁军推介会、重要作品研讨会、作家中长
期挂职深入生活等不同的创新方式，来打造
文学高峰，向国内和国际推出“文学新鲁
军”代表性作家，改变目前“有山无峰”的
状态，使之处于最佳传播状态和最佳创作状
态，以此来铸造文学新鲁军。对于作家而
言，如何实现创作转型和升级，从经验写作
走出来，关注历史、现实和未来，创作新城
市文学、海洋文学、新乡土文学，以此来构
建作家的精神地理坐标和独特艺术风格，则
是文学新鲁军必须面对的新精神挑战和艺术
追求。

（作者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高级访问
学者。迄今已出版《“样板戏”在乡土中国
的接受美学研究》等著作6部。在《新华文
摘》、《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150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共
7项。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泰山文
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省部级奖励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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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念文 报道
本报阳谷讯 “七一”到来之即，省作协驻阳谷县李台

镇西台村“第一书记”组织开展“七一”党建文化系列活动。
6月28日，省作协“第一书记”组织西台村部分党员

到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参观学习，进行了一次深刻的
党性教育。在孔繁森纪念馆，党员们参观了孔繁森同志展品
和生平工作图片展，观看了《孔繁森同志事迹记录片》，深刻
了解了孔繁森同志一生光辉而感人的事迹，切实感受了孔
繁森“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
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的高尚情怀，认真学习了孔繁森同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亲民爱民、勤政廉洁、无私奉献的崇高
精神。参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后，党员们还专程到中国运
河文化博物馆，学习和了解运河文化和聊城历史。

省作协“第一书记”

开展党建文化活动

□闻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备战山东省第十届文化艺术节，由济宁市委宣
传部、济宁市文广新局着力打造的山东梆子大型现代戏
《河都老店》于6月22日晚在济宁声远舞台成功首演。

《河都老店》根据济宁玉堂酱园的真实发展经历改
编。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依托运河之都博大深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借助这个于乱世中艰难成长的民族企业的故
事，展示其生存理念、经营之道、人文精神与民族节操。

为精心打造《河都老店》这一剧目，济宁市文广新局
邀请国内著名专家组建创作班子，该剧由著名编剧韩枫担
任编剧，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著名导演赵伟明执导，著
名作曲家高鼎铸担任作曲，北京人艺舞美设计师刘鹏担任
舞美设计，山东梆子著名演员杜玉珍、寇德林、满涛、焦
卫华担任主演。演出将山东梆子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舞台
技术相结合，剧情曲折动人，扣人心弦，尤其是女主角荡
气回肠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山东梆子现代戏《河都老店》

成功首演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臧德三 报道
日前，在临沂市大青山突围胜利纪念馆前，临沂商城

实验学校学生表演了师生自己编排的抗战题材红色歌舞，
再现战争年代的艰辛历程。为迎接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临
沂市中小学校纷纷组织主题文艺活动，颂扬传统爱国主义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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