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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作为“2016韩国·中国山东文化周”的重要

内容，由省文化厅、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省石刻艺术
博物馆承办的“汉魏遗韵——— 中国山东古代碑刻拓片
展”，5月27日至6月1日在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展览获得韩国观众高度评价，很多观众特意从其他城市远
道来到首尔，就专门为了参观这个展览。省石刻艺术博物
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杨爱国5月28日还就山东石刻的书法
价值举办了一个学术讲座，并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更让
观众感觉受益匪浅。

“汉魏遗韵——— 中国山东古代碑刻拓片展”，展出精
选山东地区馆藏的20件珍贵碑刻文物拓片，其中国家一级
文物18件，国家二级文物2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
价值。这些碑刻的时间，从秦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是对
秦汉魏时期中国书法风格的一次代表性展示。

在谈到这段时间内山东石刻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文化
价值时，杨爱国说，中国古代的文字石刻，包括碑、画像
石题记、墓志、摩崖刻字、佛教造像题记等种类。碑主要
是用文字记录相关人物的事迹、记录事件等，石碑从公元
前3世纪末的汉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现在。画像石题
记主要是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的汉代画像石上的
文字，用来标明画像内容，或记录相关人物事迹、事件。
墓志主要用于记录墓主人的生平事迹，从公元1世纪的东
汉开始出现，一直延用到20世纪上半叶。摩崖刻字是指在
山体崖面上题刻的文字，内容比较杂，有刻人物事迹的，
有刻祭祀文字的，有刻游览诗词的，有刻宗教经典的，比
如著名的泰山经石峪刻经，就是佛教摩崖刻字。此外，还
有一类佛教造像题记。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以后，佛教艺术
也随之传入，佛教艺术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佛教造像，佛教
造像既有独立的单体造像，也有依附于山体的石窟造像和
摩崖造像，两种造像上都有题记文字。

山东石刻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杨爱国介绍，山东
古代文字类石刻最早出现于秦始皇时代，即约出现于公元
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是秦始皇东巡郡县时留下的遗
迹。到了汉代，在山东地区，不仅各种碑迅速发展起来，
还出现了画像石题记，和个别的摩崖刻字、墓志等新的文
字石刻类型，“山东地区现存汉代文字类石刻有70多种，
占中国现存汉代文字类石刻总量的一半还多。”到了魏晋
南北朝时期，约公元220年至580年间，画像石题记不见
了，墓志、摩崖刻字数量大增，碑虽然受到限制，仍有一
定数量，新出现了佛教造像题记。

山东古代石刻除了在文化艺术方面独特的价值，对历
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也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杨爱
国用PPT展示了两件秦刻石的照片，据传是秦朝丞相李斯
陪皇帝东巡时留下的遗迹，文字是当时标准的篆书。“因
为是宣传皇帝的伟大功绩，因此写得很认真，艺术水平在
其他秦代文字之上。”

从全国整体观察，山东地区的汉代碑刻，无论数量和
质量，均居中国首位。从艺术价值方面来看，以“张
迁”、“礼器”、“乙瑛”、“史晨”诸碑为代表的庙堂
艺术珍品，代表了汉代隶书的最高水准。而多作于西汉时
期，具有浓厚篆意的“朱君长”、“北陛”、“五凤”、
“莱子侯”、“石墙村”、“王陵塞石”、“渔山刻石”
和东汉时期的“四神刻石”、“画像石题记”等，则是主
要流行于山东民间的书法。杨爱国表示，这些汉碑上的隶
书从艺术风格上看，大致可分为四类，“或法度严谨、瘦
劲端庄，或峭拔怪异、奇纵恣肆，或风姿秀媚、灵巧娟
丽，或方正古拙、粗重茂密。”

他分别举例加以说明。法度严谨、瘦劲端庄类的汉
碑，以山东曲阜的礼器碑为代表。“该碑刻于永寿二年，
即公元156年。礼器碑自公元10世纪中期的宋代以来著录
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书风细劲雄健，端
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

此外，峭拔怪异、奇纵恣肆类汉碑，以陕西略阳的郙
阁颂为代表。风姿秀媚、灵巧娟丽类的汉碑，以陕西西安
的曹全碑为代表。方正古拙、粗重茂密类的汉碑，则以山
东泰安的张迁碑为代表。杨爱国说：“张迁碑文隶书朴厚
劲秀，方整多变，字型方正古拙，用笔棱角分明，具有
齐、直、方、平的特点。”

至于北朝时期的云峰刻石和佛教摩崖刻经，在山东也
分布很广。云峰刻石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及邙山墓志，并
称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云峰刻石题刻内容丰
富，体裁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铭、颂德碑
等。从分布区域看，云峰刻石分布在山东莱州云峰山、大
基山，平度市天柱山，青州玲珑山。莱州、平度在北魏时
期为光州辖区，今天青州当年就是青州。杨爱国介绍，
“云峰刻石是郑道昭、郑述祖父子在这两个州做官时留下
的遗迹，共有摩崖刻石41处。”其中，郑道昭于永平三年
(公元510年)至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曾出任光、青二州刺
史。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郑道昭第三子述祖亦
任光州刺史。

在艺术上，云峰刻石也具有极高地位。前人称赞云峰
刻石的书法“篆势、分韵、草情毕具”，不仅为圆笔作书
开辟了新的领域，在真书追求风骨和神韵上也树立了典
范。杨爱国认为，“云峰刻石的书法风格虽然不尽相同，
但总的面貌和趋势是，凝重浑朴的隶书风格逐渐被锐利飘
洒的楷书风格代替。如点画逐渐加长，有的甚至代替了撇
笔和捺笔，而且出锋较锐，有方有圆，变化多端，横画存
在明显的提按笔法，开唐代楷书之先河。”

北朝摩崖刻经场面宏大，气势宏伟，作为北朝特定环
境中的产物，不论在隶书的推陈出新上，在大字榜书气势
的探索上，还是在“玄”、“儒”审美情趣的追求上，都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山东省中南山区的摩崖刻经，包括泰
山经石峪，新泰徂徕山，邹城铁山、岗山、葛山、尖山、
峄山，汶上水牛山的各种佛经刻字。1995年，东平县洪顶
山又发现大面积的摩崖刻经。此后，又在平阴洪范池镇云
翠山、寨山、东山和刘店村翠屏山等地发现有佛名和题
记。杨爱国说：“目前全省已知有20多座山上有数量不等
的与刻经相关的文字。”山东邹城铁山刻经石颂“精跨羲
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的赞语，可谓把刻经
书法赞到了极点。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5月26日至6月1日，由省文化

厅、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6韩国·中国山东文化周”在韩国首都
首尔等城市举行，其间双方举办了一系列文
化活动。5月27日，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
学院尼山书屋、韩国庆尚北道道立安东图书
馆尼山书屋先后揭牌启用，我省同时向两个
尼山书屋捐赠了汉语学习类、山东优秀传统
文化类、中国优秀小说韩文译本等图书。这
两家尼山书屋的设立，不仅将成为韩国庆尚
北道民众、安东大学师生们更多地了解山东
和中国文化的新场所，也将会是山东与安
东、中国与韩国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新平台。

5月27日，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
的尼山书屋率先揭牌，这不仅是庆尚北道设
立的第一家尼山书屋，同时也成为韩国第一
个尼山书屋。在韩国，“道”的行政区划相
当于中国的“省”，安东大学所在的安东
市，属于庆尚北道的下辖市。同一天，韩国
庆尚北道道立安东图书馆“尼山书屋”揭牌
启用。这两个尼山书屋，也是我国在海外设
立的第18个、19个尼山书屋。

尼山书屋创建于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

是山东省文化厅和山东友谊出版社共同打造
的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它收藏
和展示的是反映世界文化文明成果的优秀图
书。此前，已在马耳他、俄罗斯、澳大利
亚、新西兰、波兰、美国、瑞典等国家设立
了17个尼山书屋，很受各国读者欢迎。

走进新开放的尼山书屋，可以看到，书
架上摆满了各类崭新的图书。汉语学习类图
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快乐学拼音》、
《汉韩语音对比练习教程》、《汉语口语速
成》的入门篇和基础篇、《体验汉语100
句》、《汉语桥——— 通向中国》、《300词
畅游中国》等书，显然是为有兴趣学习中文
的韩国朋友准备的。还有《中国古代雕
塑》、《中国酒文化》等介绍中国文化艺术
类的书籍，也有《大国崛起》、《舌尖上的
中国》等畅销书，还有四大名著《红楼
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
义》的韩文译本等。书屋面积虽然都不大，
文化魅力却不小。

在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尼山书
屋，安东大学大四学生朴俊植告诉记者，这
些图书是他与几个同学一起整理分类摆放
的。朴俊植是地道的韩国人，现在汉语讲得

非常流利。他说，因为爸爸在胶州开公司，
所以小时候在青岛待过两年，不过，学习
汉语还是上大学后的事。去年在湖南的一
所大学学习一年，又回韩国学习了一年，
水平快速提高，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已经
不成问题。他也有一些小烦恼，比如因为
学的是简体字，他读一些用繁体字印刷的
书籍就会感到特别费劲。他对中国诗歌很
感兴趣，喜欢古诗，也喜欢现代诗，“很
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首诗，对，就
是海子的诗，我在湖南读书时，还在学校举
办的活动中朗诵过。”朴俊植说，很多同学
有学习汉语的想法，现在学校里有尼山书屋
这么一处园地，就会让部分同学把这种想法
变成行动。

在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尼山书屋
揭牌仪式上，校长权泰桓表示，第一个在韩
国设立的尼山书屋落户安东大学，对此感到
非常高兴。安东大学一直致力于传播儒家文
化，未来在这方面还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学校有70年的历史，是庆尚北道唯一
的国立大学，设立了庆尚北道唯一的一所孔
子学院，如今又最先设立了尼山书屋。我们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培育下，尼山书屋在双方

文化交流园地中将开出更美丽的花朵。”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表示，儒家文化在安东市获得系统有序的
传承，尤其融入现实成为一种生活儒学，更
是可贵之处。庆尚北道、安东市、安东大学
一直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尼山书屋
的设立，不仅为山东向安东学习弘扬传统文
化的经验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为双方在更广
泛的文化领域互相交流合作搭建起新平台。
“我们愿意以尼山书屋的设立为契机，开展
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谱写山东与
安东人文交流的新篇章。”

庆尚北道道立安东图书馆尼山书屋同一
天成立。馆长金玉泰在成立仪式上表示，
安东有“邹鲁之乡”美誉，也被称为韩国
“精神文化之都”，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
良好继承和弘扬，目前保存完好的书院还
有46家。如今，图书馆内设立尼山书屋，
又获赠这么多优质图书，希望通过这些把
孔子思想等人类优秀文化传承下去。“我
相信，尼山书屋的设立，一定会给那些来
这里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带来帮助，同时，
我们也将努力让庆尚北道以外的人有机会接
触到这些图书。”

俩尼山书屋同日揭牌
成为韩国民众了解山东和中国文化的新场所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秦 婷

木版年画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从汉代的“门神”，到宋金时代的“四美
图”，再到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如今的木版
年画涵盖了两千多种题材画样，寓意丰富，
观赏性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何传
承、发展木版年画，让更多人了解它，以及
它背后的文化内涵，成为关注焦点。

近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
训项目———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木版年画培训
班正如火如荼地举办着。作为非遗传承培训
项目之一，该培训班共集结了60位木版年画
爱好者、从业者，大家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
互相交流、学习，共同为这一民间传统艺术
的传承发展作出努力。

细功夫打磨精品

杨福涛是全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杨洛书
之子，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也是培
训班特聘老师之一。在授课现场，杨福涛展
示了来自杨家埠的特色手艺。

“以前传统的刻刀是单刃的，非常容易
断掉，我就把它改成了锥形，耐用多了。”
据他介绍，做木版年画的人不多，店里也没
有专门的刀具，他的工具都是自己一手加工
出来的。瓦刀、平刀、刨刀等形式不一、各
有妙用，现场有学员还照着他的刀具画了图

纸，准备回去自己也弄一套。
除了刀具，杨师傅的功夫还体现在很多

细节之处。就拿最简单的刷墨来说吧，杨福
涛说：“懂行的人，一看你的刷子，就知道
你的画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锋毛立
着的，才可以准确地把墨汁刷在木版凸处。
刚下刷子的时候墨最足，所以要下在色块最
大的地方，这些细节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
会影响整幅作品。”

在刻版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宁刻三直，
不刻一弯，这是说要注意木头本身的纹路。”
杨福涛说：“好的线条，要让平面的画显示出
立体感。怎么做呢？比如小姑娘的鞋子，鞋的
轮廓要用粗线条，上面的绣花要用细线条，同
一物件的不同位置也要有区别。”

在如何选择套版的问题上，杨福涛也给
出了非常专业的答案：“树干边缘和中心的
木质是不同的，为了使线版和色版吻合，最
好选取同样粗细、同种树木的同一位置，使
它们契合度最高。”

专业的解说让学员们听得有滋有味，纷
纷点头鼓掌。他们表示，正是这样一丝不
苟、刻苦钻研的工匠精神，让木版年画历经
千年魅力不减。

在交流学习中共同进步

在培训班的课堂上，老师说、学生听的
模式被摒弃，学员们纷纷上前询问，和老师
近距离交流。

杨福涛说：“有个天津杨柳青的师傅跟
我说，一手制成的木版年画质量低，最好是
制版、绘画、刻、印都分开，由专人来做，
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学员们对此纷纷表
示不同意。杨福涛也说：“木版年画不是工
厂流水线上的东西，手艺人要掌握全套技
能，才能保证这个工艺不失传。现在做年画
的本来就少，万一哪个环节没人了，这手艺
不就没了吗？总理说的‘工匠精神’，就是
要肯钻研，肯学习。”据了解，杨福涛做木
版年画时，除了需要请木工来加工原木，其
他环节全部由自己完成。

在学员上台体验环节中，有人反映，杨
福涛带来的墨汁有点稀，导致生宣纸一覆盖
上就被吸住了，杨福涛虚心接受了意见，表
示会再改进。良好的学习氛围让课堂生机勃
勃，也让传统艺术充满了生命力。

高明霞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以前从没
有接触过木版年画的制作，经过这次培训，
她对木版年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前
我认为，年画就是过年时候才贴的，其实不
然。有些年画题材广泛、观赏性强，完全可
以一直挂在家里装饰。”同时她也表示，虽
然自己的制作水平仍有待提高，但在以后与
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把木版年画的起
源、背后的故事、文化等理论知识传授给学
生们，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

创新才能让木版年画不缺市场

“木版年画的付出和收入不平衡啊，我
的一些年画就卖一块钱，有时候还卖不出
去。”杨福涛颇为无奈地说。他也曾尝试网
上销售，可是自己不懂这些“新科技”，小
辈们又不愿关注“旧手艺”，所以也没有成
功。在某购物网站上，大部分制作精美的年
画价格仅在10元左右，有的只卖一两元钱，
但销量却都不高。销售市场成为最让人头疼
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更多人了解木版年画呢？学
员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临沂的任永刚
表示：“年画的实用性大大降低了，以前人
们过年还会贴门神，现在还有多少贴的？但
它的观赏性还在，文化底蕴也在，我觉得要
让更多人了解年画，首先要传播它的文化内
涵。”

杨主伟是著名服装设计师，中国书画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这次他
以学员身份来学习木版年画，对它的市场前
景并不担心：“以我多年经验来看，还是有
不少人喜欢这种风格的，只是他们对此还不
够了解，所以缺乏热情。”

对于如何让年轻人更深入地了解木版
年画，这次培训班也给了杨主伟很多灵
感：“老师给我们讲了衍生品的开发与设
计，其实年画不一定非要是‘画’的形
式，也可以印在衣服上、包装上，可以用
作家居装饰，甚至开发动漫游戏产品……
木版年画有它独特的魅力，我认为它是不
缺市场的。”

工匠精神让年画历经千年魅力不减
年画市场要注重衍生品的开发与设计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梁孝鹏 报道
 5月29日，参观者在观赏汉服展

品。山东最大的汉服博物馆近日亮相青岛国
际服装产业城，免费向公众开放。该博物馆
以展现历代汉民族传统服饰、配饰、面料为
主题，面积2245平方米，展示历代服装70余
套，配饰120余件，集中了自先秦到明清的
汉族代表服饰。

山东文字石刻：

文脉连通艺耀华彩

公共文化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9日，山东美术馆联合山东银座英

才幼儿园举办“爱之祝福·丹心妙手润童年——— 银座幼教
十五年庆大型公益画展”。

画展开幕式之前，山东美术馆艺术交流中心主任徐
康等7位知名画家，现场与银座幼教的孩子们合作完成
了7幅出色的作品，并被观众现场收藏。展览展出包括
创意画、水粉画、线描画、综合绘画、国画等多个画种
的作品300余幅。此外，还有手工艺品100余件，包括陶
艺、印染、手工制作、彩绘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了儿
童的创造性。

儿童公益画展

亮相山东美术馆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博兴讯 5月30日，来自博兴县中、

小学的500余名学子在庄重的礼乐声中向孔
子像行三鞠躬礼，标志着全国“孔子学堂”规
范化建设首站开启。活动启动后，孔子学堂分
别落户博兴县第三小学、第一小学、吕艺镇博
华社区。同时，“博兴县孔子文化进校园、进企
业、进社区”活动也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孔子第七十五代嫡孙
孔祥林在孔子学堂中作了关于《孔子教育思
想》的讲座，让观众聆听孔子思想，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在学校的孔子学堂内，记者发现
其涵盖了堂、器、籍、礼、雅、乐、听、读、写、诗、
书、画等内容，确保孩子们能够全方位地接触
传统文化，寓教于乐，在诗书雅乐中滋养性
情，让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孩子们的生活中。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孔子学堂建设过程中，力
争在整体环境、内容搭建、资源配置、学堂文
化等方面实现规范化和统一化。

“孔子学堂鼓励规范化建设与创新性探
索相结合，孔子学堂在博兴落成后，将有针
对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形成可复制、可借鉴
的建设和运行模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
事长牛廷涛说。

据了解，“孔子学堂”自2014年在全国创
办以来，目前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设立近600所。学堂通过开展写书法、读经典、
兴礼乐、办节庆、祭先贤等不同文化活动形
式，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获得了良好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此次博
兴孔子学堂的建成，标志着孔子学堂在全国
的推广进入了“规范化”的新阶段。

“孔子学堂”

规范化建设启动

□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王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31日，省图书馆举办

“听见，最美的声音”六一特殊儿童关爱行
活动，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到济南特教中心
60多位视障儿童的身边。

此次关爱行活动节目丰富多彩，有唱
歌、古琴演奏、相声、快书，还有济南特教
中心的孩子现场为大家朗诵，分享书本带给

他的快乐。来自乐乐趣童书的安宝妈妈也为
孩子们带来有趣的鳄鱼先生讲故事，可爱的
“鳄鱼先生”来到现场，和孩子们互动交
流，带给孩子们许多欢乐。此外这次活动还
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六一”礼
物，精心剪辑的优秀动画电影《大圣归
来》，配上优美的声音现场解读，让孩子们
用听的方式感知电影原声和视觉画面，用声

音调动他们的想象空间，达到最佳听影效
果，跌宕起伏的情节将孩子们带进电影的世
界，让孩子们享受到了电影的乐趣。

此外，省图书馆还为孩子们送上存储多
部名著及优秀书籍的听书机，在听见的世界
里 , 引导视障孩子们爱上阅读，感知世界
的美好。在孩子们最期待的美好节日里让他
们享受一场文化的盛宴。

省图举办六一特殊儿童关爱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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