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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今年年初，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省文化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
目的通知》，公布了7类31项重点项目。近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相关情况。目前，设施建设、研究阐发、普
及教育、保护传承、传播交流等项目以及公
益性基金支撑平台项目、曲阜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示范区项目等全部项目已经开始实
施并扎实推进，大部分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表示，在持续
做好已经公布的31个重点项目的同时，不断
适应新任务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调查研究，
适时推出一批新的重点项目，加快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要切实把实施齐鲁优秀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摆上突出位置，继续按照“项目
化”的思路，加强组织，通过重点项目带
动，推进工作落实。力争5年内在全省基本
形成完善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发、普及教
育、保护传承、实践养成、传播交流体系，
形成整体推进的战略态势，努力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打造曲阜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示范区

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项
目，是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重
点项目之一。这也是继“蓝黄”国家战略之
后，我省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的又一重大
举措，已经被正式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项
目，主要以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为依托，以建设孔孟故里文化圣地、中华
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国际修学旅游目的
地、儒家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大遗址组团
式保护园区为目标，推动曲阜邹城一体化
发展，努力建设道德文化首善之区。据
悉，目前示范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孔子
研究院、“三孔”、“四孟”、尼山书院
等39处文化资源已经勘察完毕，124个文化
旅游类项目、配套基础设施、文化遗产保
护、生态环境修复等项目完成摸底，初步
确定示范区建设按照核心区、协作区和联动
区三个层次推进。

在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
建设中，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的设施建设类项目也集中在了曲阜。设施
建设类项目有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建
设、孔子博物馆及博物馆体系建设和尼山
圣境建设。目前，这三个项目都处于基础
建设阶段，进展顺利。尼山圣境项目已累
计完成投资8 . 64亿元，宫像区孔子像、大
学堂已完成主体封顶，建成后将成为面向
全球孔子学院的最大中华文化体验基地；
孔子博物馆主体业已封顶，展陈方案已经论
证完毕。

传统文化题材剧目

彰显齐鲁深厚文化资源

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
普及教育项目中，山东传统戏曲艺术传承
工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戏曲艺术是
维系中华人文价值传承、开展传统道德教
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工程中，山东传统戏曲艺术传承
工程承担起了挖掘整理、传承发展我省戏
曲艺术的重任。

在这方面，我省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据
悉，近年来，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新挖掘齐鲁历史文化资

源，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厚齐鲁文化底蕴、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当下时代精神的优
秀文艺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新创作及加工
修改的传统文化题材剧目达30余部。据省文
化厅副巡视员刘敏介绍，这些传统文化题材
剧目特点鲜明。最突出的特点，是深入发掘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组织创
作以先贤圣人孔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舞
台艺术方面，省话剧院话剧《孔子》、省歌
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以不同的
艺术形式，成功再现了孔子执著于仁爱礼
治、历经苦难而初衷不改的圣人情怀；济宁
市杂技剧《孔子》已成功立上舞台；省京剧
院京剧《孔子》、济南市京剧院京剧《孔圣
之母》等一批反映孔子文化题材的作品，也
正在稳步推进；排鼓曲专场《我们的孔子》
也正在积极创作期间。

其次，深入挖掘齐文化资源，打造了一
批具有浓郁齐文化特色的优秀剧目。淄博市
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齐风·甫田》，再
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文化发展的盛况，为
当代观众直观体验古老精深的齐文化提供了
条件。新创排的大型乐舞《齐风韶韵》，是
国内首部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政治、经
济、文化盛景的大型舞台剧目，旨在展现内
涵深厚、开放包容的齐文化，打造淄博地域
文化品牌。

同时，深入挖掘齐鲁历史文化名人、历
史传说、文化名著等文化资源，创作了一批
彰显地域特色的优秀剧目。聊城市以清代四
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历史变迁为题材
创作而成的同名山东梆子剧目，内容深刻、
故事曲折、情感动人，透过藏书楼折射出近
代中国的多舛命运，以及历史洪流中无数仁
人志士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而做出的不朽功
勋。

另外，我省还深入挖掘蕴含优秀传统美
德的传统剧目资源，改编创作了一批优秀剧
目。省柳子剧团根据传统折子戏改编创作了
新版柳子戏《张飞闯辕门》，塑造了张飞忠
孝仁义、疾恶如仇、勇猛善战的艺术形象；
济南市根据传统剧目改编创排了吕剧《家有
贤妻》，赞扬了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贤惠、
深明大义的传统美德。

推动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中的
保护传承类项目中，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
示工程等已经全面铺开，在推动我省县域历
史文化展示工作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
前，全省纳入考核范围的105个县(市、区)已
基本完成县域历史文化展示工作，121个乡
镇(街道)、268个村居(社区)建成了历史文化
展示场所。

下一步，将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乡镇、
村 (社区 )，建设历史文化展示室，推进镇
村两级历史文化展示。“今年，省级以上
财政1900万元用于补助试点村落的保护规
划编制、传统民居修缮等。计划在十三五
期间完成乡村两级历史文化展示。”刘敏
说。

刘敏表示，在提高这些已经建成的历
史文化展示场所的利用水平方面，将开展
对已完成县域历史文化展示的县 (市、区 )
的指导工作，“使县域历史展示工作在结
合本地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方面，在提
升展陈水平、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展陈形
式方面，再巩固再提高。同时，大力实施
‘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展示
形式，切实增强互动性体验性，广泛吸引
群众参与，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做到
常展常新。”

已经完成的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
工程涵盖历史沿革、发展脉络、重大事
件、重要人物、红色文化、非遗及乡土风
情，展陈内容丰富。刘敏表示，为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作用，省文化厅将做好结合文
章。将积极引导各地将历史展示工作与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员干部教
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历史文化展示场所成为党员干部接受
党性教育、提高党性修养，成为青少年增
强爱国意识、提高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
和平台；积极推动历史文化展示与旅游紧密
结合，成为展示我省厚重历史文化资源的重
要窗口。

我省“项目化”推进传统文化创新
全部项目已经开始实施并扎实推进，大部分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 本报记者 肖芳

青岛素有“音乐之岛”的美誉，但很多
人却不知道，早在明朝时期，这里就曾出现
过一位大音乐理论家——— 王邦直。3月30
日，省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青岛市城阳区申报的“王
邦直和《律吕正声》的传说”，成功晋级为
民间文学类省级非遗。这位一度被忽略的
500年前的律学大师，再度引起众人关注。

古老族谱寻到直系后裔

王邦直(1513-1600年)，字子鱼，号东
溟，即墨人。他著有《律吕正声》六十卷，
录入《四库全书》名录，是明朝具有一定成
就的律历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
定位置。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对王邦直记载
不详，其生卒年月、籍贯、生平事迹等一直
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来，城阳区惜福镇小庄
社区一部古老的《王氏族谱》，才解开了这
些谜团。这本族谱不仅记载了王邦直的关键
身份信息，还表明社区现在800多位居民，
都是王邦直的直系后人。

“王邦直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位
置，但却长期被忽略了。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后人对这样一位律学宗师知之甚少。”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张桂
林说，“清初诗人王士祯所著的《池北偶
谈》中，有一段关于即墨人王邦直的记载，
虽然着墨不多，仅百余字，但却以‘殚精声
律之学’之词对其给予极高评价。”

潍坊学院原院长王守伦早在2005年前
后，就偶然得知了王邦直的律学思想。“这
样的一位大音乐家居然无典可查、无辞可
寻，我觉得必须做些事情，让世人重新认识
这位大师。”此后数年内，王守伦牵头的中
国社科院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组，走遍很多
地方寻找王邦直的线索，可始终没有大的收
获。

直到2010年，一部家传族谱的出现，
让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当时，王邦直后人
王延伟从淄博给王守伦打来电话，自称是
王邦直直系后裔，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王邦
直的研究，手头有关于王邦直的重要史
料，王守伦等人立即赶去见面。王延伟出
具的一份家传族谱显示，他是王邦直直系
第二十一世。

接着，王守伦率领课题组来到了王延伟
的老家——— 城阳区惜福镇小庄社区。老人向
他展示了1904年和1934年两个版本的族系家
谱，从一世王守信一代代传下来，至今已传
到二十五世。王邦直正是第八世，有两子两

女。两女均嫁入即墨名门望族，长子王一元
是庠生，擅长弹琴作画，喜好史书。孙子王
嘉瑞擅长作画，尤其喜好松竹。曾孙王馨二
十八岁去世，妻子江氏为之殉节。曾孙王馝
由王邦直女儿抚养长大，后来迁到城阳区惜
福镇的小庄村，此后绵延不绝，直到今天。

小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修训介绍，根据
族人保存的《王氏族谱》，王邦直曾孙王馝
在1652年迁居至小庄社区，一直繁衍至今，
到王修训这一代，已经是王邦直的第十二世
子孙。小庄社区现有800多口人，都是王邦
直的直系后裔。

坐卧数载著成《律吕正声》

随着历史的尘埃被拨开，这位500年前
的律学大师一生的足迹逐渐呈现在人们眼
前。

王邦直出生于书香门第，明嘉靖年间，
以岁贡出任盐山(今属河北省)县丞。他为官
耿直廉洁，任职期间，曾变卖祖产以补充
开销。曾“上书言事，极切时弊”，归纳
十条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建议与意见，
世称《恤民事疏》，得到隆庆皇帝赞赏，
但后遭奸佞所忌，被罢官归里。王邦直回
乡后，在镜镕山下筑一小阁，自居其中，
精心研究声律。他广泛收集我国历代音乐
著述，进行探索比较，历时20年，足不出
户，终于撰成律学著作《律吕正声》，全书
共60卷。

王邦直虽然已经归隐山林，身在草野，
但却依然心系国家。在《律吕总叙》中，王
邦直直言，他是因为担忧律吕失传，并感伤
于很多儒生的牵强附会，才进行律吕研究
的。他还坦承，他不辞辛苦研究的最终目
的，是希望他的研究有助于国家的礼乐制
定，并为往圣继绝学，同时也是用乐进行教
化。

《律吕正声》全书分为12册60卷洋洋洒
洒30万字，援引浩繁，论述了乐的由来和作
用，之后按时间顺序，介绍了自伏羲、神
农、黄帝以来的中国音乐发展史。此书对明
朝以前我国声律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和
阐述，并对律吕相应等声乐理论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在书中，王邦直认为汉唐以来的律吕都
有谬误，因此他溯源穷流，并参考大量史
书，重修制定律吕。书中还收录了伯牙学
琴、海阳僧人等音乐故事，记有部分琴谱和
民谣。

王守伦研究认为，相形之下，纵横比
较，王邦直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
名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
伟大音乐家德国的巴赫145年。比世界上公
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
书》(明万历丙午1606年)提出“律学思想”
的时间早30年以上。

明万历年间，翰林周如砥将该书收藏于
国史馆。《明史》也对《律吕正声》作了简
要评论，并称赞王邦直著述非常的详备。
《四库全书提要》也称赞王邦直的《律吕正
声》援引浩繁说理精辟。

遗憾的是，由于王邦直不过是一介布
衣，他的律学思想和音乐教化理想都无法得
以施行，更多地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尽管如
此，王邦直的律学思想还是产生了一定影
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

青岛农业大学博士蔡连卫研究证明，
《律吕正声》还曾远播日本，日本的两位著
名音乐学专家还曾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
了一批宝贵的音乐资料，其中就有《律吕
正声》。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也推动了青岛
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清代以来，青岛民
间音乐兴盛，特别是崂山道教音乐、胶州
茂腔以及莱西鼓吹乐等青岛本土著名的音
乐品种蓬勃发展，这些恐怕也与王邦直律
学思想的流风余韵有关。进入21世纪，王
邦直的律学思想，更为当前青岛“音乐之
岛”的文化品牌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为“音乐之岛”寻觅到了历史文化的坚
固根基。

“非遗”传承下去才有意义

昔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小庄社区的很多老人，都曾拜见过这位

祖先的画像，根据老人的回忆描述，对王邦
直画像进行了复原。2012年王邦直498周年诞
辰之日，由小庄社区出资、根据画像创造出
的铜像在潍坊学院面世。此后，该铜像被迎
回王邦直故里，供王邦直后人瞻仰祭拜。王
守伦所申报的“王邦直律学思想研究”也通
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并于
2014年圆满结题。

王修训说，受王邦直的影响，王氏族人
近年来致力于发展舞蹈、音乐等文艺活
动。目前，社区居民自发成立了王邦直民
族乐团、王邦直柳腔剧团，成员全部是王
氏的后代及亲眷。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
演奏曲目中，有一首名为《鹿鸣 (三章 )》
的古曲。这首古曲是根据王邦直《律吕正
声》一书的记载，由后人翻译后谱曲而
成。目前，小庄社区已经建起了王邦直文
化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街道和社
区也正与社会资本进行洽谈，筹建王邦直
文化产业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活态的
东西，只有把它传承下去才有意义。”王修
训表示，此次晋级省非遗，对传承王邦直文
化是一个好的契机。下一步，将通过整合王
邦直与《律吕正声》等珍贵的非遗文化资
源，深挖区域文化产业特色，传承非遗价
值，打造小庄社区和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

青岛城阳小庄社区古老族谱中，寻到明代律历学家王邦直后裔

宗师巨著《律吕正声》晋级非遗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春风拂面桃花灿，阳光暖人红舞热。4月11日，位于

黄河岸边的惠民县大年陈镇万亩桃花园中，当地村民表演
新编排的舞蹈《桃花红》，以此歌咏春天，歌咏美好生
活。该镇通过定期举行红色主题的群众歌舞展演、比赛等
活动，引导村民唱响主旋律、舞出新风貌，颂扬正能量。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青州讯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创新文化服务模式，实现全民阅读全覆盖，打造文化工作
新品牌、新亮点，近日，青州市开通了“全民阅读直通
车”。“全民阅读直通车”工程是2016年青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承诺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之一，也是青州市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探索和实践，旨在通过全市家
庭直通、个人买借直通、馆际联盟直通、城乡互借直通
“四个直通”，真正实现全民阅读全覆盖。

依托“智慧青州”建设，青州市开通市民卡图书借阅功
能，实现全市家庭阅读全覆盖。在原借书证继续使用的基础
上开通市民卡图书借阅功能，让市民卡变成借书证，市民无
需任何押金，利用手中市民卡即可在图书馆及其网点实现
借书、还书，让全体市民全部成为图书馆读者，实现全市家
庭阅读全覆盖。据了解，目前全市持有借阅证的人数为1 . 2
万，这个数字对于推广全民阅读，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主动
把借书功能开通，能够鼓励全市93万人进入图书馆，让阅读
真正融入市民生活，真正实现全民阅读全覆盖。

读者想看爱看的书图书馆没有或太少，图书馆采购的
书读者又往往不爱看。为解决这一问题，青州市开展
“你阅读·我买单”图书共享服务，打造读者选书、书店
采购、图书馆收藏一体化服务平台。读者需求日趋呈现出
个性化、多元化、随机化的趋势，而图书馆采购的图书无
法精准把握读者需求，造成资金浪费、空间占用，图书馆
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出现。开展“你阅读·我买单”图书
共享服务，就是将过去政府对图书的集中采购权交给市
民，市民在新华书店借阅协议范围内的图书时，只要凭图
书借书证或市民卡，就可以直接办理手续，最后费用由市
图书馆每月与新华书店进行统一结算。自去年12月底开展
这一活动以来，激发了市民浓厚的读书购书热情，已有
5000多人次参与这项活动，累计购买图书12236册。

据统计，青州市图书馆目前藏书量为776409册，在青
州市的潍坊工程职业学院馆藏量为766000册，山师大历山
学院图书馆藏书量为500000册，潍坊护理职业学院藏书量
为425000册，高校丰富的图书资源不能被社会广泛利用，
既造成了浪费，也不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为此，青州市建
立与驻青高校全民阅读资源共享互借联盟。市图书馆与潍
坊工程职业学院、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山师大历山学院、
山东省烟草职工学校等4所高校借阅证互认互借，相互开
通电子文献资源，实现远程异地查询，方便各高校学生及
全市市民。通过馆际联盟直通，集聚各图书馆的整体资源
优势，形成合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推动
图书馆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整合。

目前，青州市在完成镇图书馆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规章制度实行总分馆制，实现全市市镇两级图书馆一
卡通，做好图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服务。这一措施打
通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借阅通道。

青州开通全民阅读直通车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韩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农家书屋建在家门口，天天不出村就

能看上书，真方便！”如今，到农家书屋看书已成为章丘
市宁家埠镇群众的新时尚。宁家埠镇将农家书屋建设作
为亲民、为民、惠民、富民的工程来抓，该镇的农村文
化生活更加丰富，小小书屋对提高农民素质，帮助农民
致富及良好的村风、民风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据了解，目前，宁家埠镇25个村已经全部建好农家
书屋，配备图书8万册。在选书时，该镇重选与农民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书，以便农民读得懂、用得上、愿
意来。

“我现在养的鸡每只效益能达到10元，这其中少不了
农家书屋的功劳。”在书屋借阅养殖类书籍的吴天东激动
地说。他是一个养鸡的老行家，以前仅凭经验养鸡，但效
益一直上不去。“去年11月我从农家书屋借了几本关于养
殖的书籍，这些专业书籍上介绍的方法还真管用，按照书
上介绍的养殖方法，养鸡成本还真的降低了。”吴天东
说。

过去，农闲时间大多花在牌桌上的群众如今都迈开步
子走进了农家书屋。看书、参加文艺活动的群众越来越
多，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科学、用科学
发家致富的人多了，农家书屋给农村带来了新变化、新风
尚。

书香入农家 乡村育新风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当地时间4月8日，又一家尼山书屋落户澳大

利亚悉尼，成为中澳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这也是山东出版
集团山东友谊出版社在海外落户的第17家尼山书屋。

本次活动由山东出版集团、纽修威中文教育理事会、
澳大利亚森隆集团主办，山东友谊出版社、尼山书屋、澳
大利亚中文标准学校、悉尼大同中文学校承办。

纽修威中文教育理事会主席张学丰说，尼山书屋图书
一定会帮助悉尼读者更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当今。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副领事赵海燕说，这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相信悉尼尼山书屋也一定会成为中澳两国文化交流
和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希望山东和悉尼两地的文化出
版界继续深化交流合作。

第17家海外尼山书屋

落户悉尼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