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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20日，“第三届山东省农民书画

艺术作品展”在济南开展，我省知名艺术家、来自全省
各地的农民书画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共500余人出席展
览开幕式。第九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也就此拉开帷
幕。

据了解，本次展览面向全省广大农民征集作品800余
幅，经过专家评审，共选出192幅作品参加展览。其中一
等奖19名，二等奖28名，三等奖44名，优秀奖101名。

在展览现场，记者发现此次展出的获奖作品题材丰
富，内容多样。有展现民风民俗的作品，有表现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还有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
现山东农民时代风貌的作品。这些精品佳作充分体现了农
民画的广袤地域特色和丰富艺术语言，真实再现了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场景和审美情趣，形象反映了当代山东新农
业、新农村、新农民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此次农民
画艺术作品展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作品的水平从业余走向
了专业，这些作品既能看到农民画朴素的风格，也能看到
受到专业培训后绘画技法的提升。”山东艺术学院院长潘
鲁生评价说。

来自青州市的王化芹凭借作品《福》荣获一等奖，
并不是专业农民画家的她对此次获奖喜出望外。“真没
想到自己能够获得一等奖，这也多亏了农民画协会的指
导培训。”王化芹说。王化芹在青州经营一家商店，因
为和丈夫都比较热爱绘画就在平时画上几笔。听说青州
市农民书画协会有培训后她和丈夫都报名参加了。“在
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知道了该如何构图、立意等绘画的
原理。”王化芹说，“这幅获奖的作品就是在去潍坊学
习参观时，受到当地过门笺的启发，在老师的指导下画
的。”据青州市农民画协会赵新国介绍，从2014年开
始，农民画在当地逐渐流行。“现在青州市农民画协会
会员就有2000多名，遍布各个乡镇、街道。”赵新国
说，“农民画不光是农民朋友平时消遣的乐趣，现在一
幅农民画能卖到一两千元，也成了致富的手段。”

记者了解到，本次农民画作品展览同时作为第九届山
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的开幕式。据悉，第九届山东国际大众
艺术节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以“回报与共享———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主题。艺术节将在8月20日至9月
27日期间举办，整合文艺界的戏剧、音乐、曲艺、舞蹈、
杂技、电影、电视、美术、书法、摄影和民间艺术等资
源，举办40余项文艺活动。

在第九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期间，将举办一系列
思想性突出、艺术水平较高、密切联系群众的众多文艺
活动。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举办“大型歌
舞诗剧《谁不说俺家乡好》展演”，该剧以展示齐鲁优
秀传统文化和新时期的山东精神为主题，汇集歌舞、配
乐诗朗诵、鼓乐舞等艺术形式，气势磅礴地呈现齐鲁大
地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华美篇章，展现齐鲁儿女爱党
爱军、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纪念建党95
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本届艺术节注重
艺术样式和艺术特色的创新，推出多项高水准的艺术活
动，搭建文化艺术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举办“西班牙卡
尔斯索菲亚双钢琴音乐会”，邀请西班牙著名钢琴艺术
家卡尔斯·拉玛和索菲亚·卡布鲁娅联袂演绎世界知名作
曲家的经典作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我省钢琴艺
术的交流和发展。本届艺术节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服务的方针，将陆续开展“走进军营慰问演出”、
“赴济青高铁建设工地慰问采风”、“山东省戏曲名家走
基层演出”、“走进临淄慰问演出”等活动。

农民画作品

展示我省农村新风貌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日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世安来到
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分馆尼山书院明伦堂，
以《虽无文王犹兴——— 士的道德责任》为题举
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这也是山东省尼山书院
“孟子公开课”系列讲座之一。颜世安梳理
了儒家对于“士”的描述和要求，认为在儒
家传统观念中，“士君子”是要担负政治责任
的，同时也要担负道德责任。

颜世安说，其实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持这
样的观念。“这个政治责任，关键不是要求设
计一种制度。设计制度也重要，但这不是最重
要的。也不是去要求民众，而是士君子首先自
己能修身，自己先能做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做
出表率。这就是儒家的德行之学。也就是说，
士君子在这方面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士君子”要做表率

颜世安认为，儒家传统中的一些道德概
念，说起来是普泛的要求，实际上首先是对士
君子的要求，对民众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
求。一个社会，首先要有士君子在德行上做出
表率，引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自然而然会受
到士君子的影响。

哪些人才是士君子呢？士君子和民众的
分野，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分类，并非是从社会
阶层上划定的。从孔子、孟子的观点分析，他
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做士君子，所有人其实
都应该励志，“只要能励志就是士君子，不愿
意励志的就是民众，它是这样区分的。”

孟子有一句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
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里把人
分成凡民和豪杰两种。颜世安解释说，“兴”可
以理解为振作、振奋，自我励志做一个优秀的
人，这就是“兴”。 豪杰是“虽无文王犹兴”，
凡民则是“待文王而后兴”，“文王”代指政治
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好环境。从
这里可以看出，豪杰和凡民之间，存在着主动
与被动的区别。凡民，是随着大环境改变的。
豪杰也就是士君子，则是不能随波逐流的。孟

子作这样一个区分，其实是一个事实判断，里
边同时又包含了一个意思，即士君子要负道
德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动辄
提到教育全体民众。比如，在改变不良环境方
面，它不要求所有人而只是要求少数人出来
承担，这少数人自然就是士君子。孟子还有一
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
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又说，“苟无恒心，放
辟，邪侈，无不为已。”没有恒产以后，人就缺
乏恒心，没有内心的道德责任，就有可能不受
约束地干错事，最后就有可能犯罪。“及陷於
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为也？”统治者会用刑罚去处治
这些犯罪的民众，这好像是一种社会常态。显
然，孟子认为这是不对的。

颜世安认为，由此，才可以更准确地理
解，对“士君子”的要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性善论”强调道德责任

颜世安说，儒家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但
是这些道德要求只是针对士君子群体，不对
民众，更进一步说是对己不对人，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我们读儒家的书就通了。”

这些观点孔子就表述过，孟子讲得更透。
孔子讲“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面看上去，把
人归类成两种，君子完全就是 “求诸己”的、

“坦荡荡”的，小人完全就是 “求诸人”的、
“常戚戚”的。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可能共存于
每个人的身上。孔子跟他的弟子这样说的用
意，应该是鼓励他们要从普通人里边脱出来，
成为君子去承担政治责任。这里要注意的一
点是，孔子只是论述而并非宣传这一主张，因
为在儒家看来，一旦宣传实际上就暗含一个
可能，即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承担政治责任，政
治责任里面起基础作用的是道德责任，是首
先励志做人。所以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
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儒学强调“有教无
类”，主张一视同仁，实际上他同时也强调社
会阶层的区分，这句话就能清晰地反映出来。

还有一句更厉害的，“上智与下愚不移”。
颜世安说：“孔子的这句话，我甚至于认为它
是对人性特征作的一个判断。人性里边有惰
性、被动性，不太容易遇事就想到自我改变。
这个自我改变，自我修正，自我提升，是我们
每个人内心里边都有的，可是能不能发动起
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孟子“虽无文王
犹兴”这个观点，是沿着孔子这个说法一路发
展过来的，但又比孔子的说法更进一步地展
开。

显而易见，君子是能做到自我反思不断
提升的那类人。其中的关键在于，君子善于从
经典中学习。但是，儒家不是要培养学者，目
标不是培养博学的人，而是为了在学习中领
悟道理，其核心就是仁义之道。有时候，这也
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觉得儒家就是读书人的
事情。在这方面，孟子更加全面地进行了阐
述。孟子认为，做一个优秀的人，战胜自己的
弱点，关键不是向外学，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己
的内心，“性善论”更重要的正是强调了一个
人的道德责任。

孔子认为，要努力学习诗书礼乐，然后成
为君子，当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孟子则认为，这个学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每
个人内心都有良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
其性，则知天矣。”这个尽心就是一个努力。孔
子那儿“学的努力”，到孟子这儿就变成了一
个“尽心的努力”。

颜世安认为，“这个转换意义重大，孟子
就把儒家之学，让人做君子、做士、做豪杰这
样一件事情，从狭义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边拉
出来。跟向外学是一种责任一样，尽其心，也
是一种责任，就是士的道德责任。”

“文王”是指乡村传统士绅传统

颜世安说，从前边的论述可以发现，从孔
子到孟子，有一个他们都赞成和坚持的内容，

即他们都认为，能坚持“士君子”的情操和做
法的，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当然，这个说法里
边同时包含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多数人不
会主动做，很难主动做。他们认为，对这样一
个情况不能够苛求，不能够批评。“所以，儒家
的德行，其实是区分对待不同的人说的，或者
是说针对君子和民众两类人说的。儒家的包
括仁义礼智信等种种道德规范，他们非常希
望最后能落实在一个群体里边。而要实现这
样一个目标，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待文王
而后兴’。”

延伸开来，这个“文王”是指什么呢？颜世
安说：“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乡村传统、士绅传
统。”这个地方乡村传统、士绅传统一代一代
传下来以后，就会形成一种风气。普通人在这
个风气和传统里边，也会慢慢受到感染，会努
力去做“士君子”这样的人，去做一个具备

“士”的道德责任的人。
颜世安说，儒家讲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很有层次的。治国之前，先要有
能够治理局部的能力才可以，所以儒家强调
从局部做起、从地方做起，“士君子”要负起责
任来。“这是我理解的儒家道德传统，士的道
德责任。士的道德责任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它里边包含一个东西，不要民众负责任，
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什么叫不要民众负责
任？叫作不苛求。其实不苛求民众，还包括不
苛求别人，只苛求自己。”

正因此，儒家的士大夫的责任，最后变成
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传统，一个是士
绅传统，形成一个士大夫文化、一个士绅文
化。士大夫文化指宫廷文化、官员文化，士绅
文化是民间的。士绅就是地方的绅士。只是地
主，家里有很多地，世世代代富裕，还不能叫
士绅，得有家传的学问、规矩、道理才行。”

颜世安认为，士大夫文化、士绅文化这两
种传统，在现代都断了，要不要重建？现代社
会的发展，各种条件都变化了，当然不能完全
照搬过去，重要的是把文化底蕴、文化精神传
承下来。“所有的人至少大多数人都自学修
身，都励志，这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当然，这也
需要当今社会的‘士君子’要负起责任来。”

颜世安教授：“士君子”既要担负政治责任，也要担负道德责任

德行上做出表率引领社会风气

□ 何建明

读铁流、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见证：
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发表于2016年《当
代》增刊，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
叫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话：“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
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
生根开花。”于我们的人民而言，共产党人就
是革命的种子，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种
子”作用，就是点燃革命火焰，去组织和动员
人民群众参与消灭敌人的战斗。

过去，我们一写共产党人的形象，一写战
争，往往就是那些战斗在战场上的英雄，往往
就是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和将帅，很少
写到那些生活和战斗在人民中间的普通共产
党人。《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可以说
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弥补，是对中共历史
和共产党人形象的全新展示，它展示了那些
来自人民群众、自己就是人民群众一员的普
通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基层革命根据地、配
合抗战主力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支援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以及建
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斗与生产中的独特风
采与不朽功勋。在战争年代，这些共产党人，
在自己家园的那片土地上，他们或在敌后帮
助游击队侦察送信，或潜入敌占区扒路炸桥，
有的是一家父子上阵，有的是夫妻共赴，有的
甚至是同族同根的叔侄妯娌联手作战。他们
所做的事，看起来并非惊天动地，但却给敌人
以致命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主力队伍。

作品讲述的这些感天动地的故事，虽然
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仍然不失光彩。地处沂蒙
革命老区的山东莒县和周边县，是红色种子
盛开异常鲜艳的地方。中共一大代表、常被毛
泽东念及的革命先烈王尽美就诞生于这片热
土，而正是王尽美当年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播下的革命火种，才使得他的那些穷兄弟、穷
姐妹们豪情满怀、义无反顾地在党旗下庄严
宣誓加入了党组织，红色种子由此遍地开花，
且形成蔚然壮观之势。莒县北杏村的宋寿田
因为认识了王尽美，走上了革命道路，宋寿田
又把妻子和年方9岁的弟弟宋延平（即后来成
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带到革
命队伍。1938年宋寿田不幸被敌逮捕，最后牺
牲。其妻子和弟弟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另
外两位同族同乡农民宋延琴和葛醒家，则受

王尽美的影响与引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
1928年，冒死回到家乡莒县大罗庄村，在一间
农舍里，点燃油灯，带着5个同村农民在党旗
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革命的火种就是这样一人传一村，一村
传一乡，一乡传全县。

抗战烽火正烈的1938年，热血青年马骅
回到老家吕家崮西村，与大哥马跃嵛谈起日
本侵略军的罪行时，同仇敌忾，摩拳擦掌，几
个同村小伙子一商量，便拉起了一支抗日游
击队。几次与敌人交战之后，马骅他们的队伍
威震四方，参军的农民达数百人，成为远近闻
名、威震敌胆的“马营”部队。这时，马骅接受
党的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根据上级
指示，他在“马营”部队里迅速发展革命种子，
并成立了党支部。日本鬼子恨透了这支实际
上受共产党进步力量影响的抗日武装，伪军
则千方百计想拉拢。马骅等共产党员积极串
联队伍里的进步官兵，使“马营”成功起义，编
入八路军莒县独立团。起义后的“马营”转战
南北，建立了卓著功勋。还有一些留在当地

“马营”中的老党员，他们则在家乡的土地上，
擦干汗水与血水，重新播种，重新耕耘，使革
命火焰越烧越旺、涌现出了一批丰碑式的人
物。

长岭镇石井庄的黄花大闺女田树荣，其
性格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说话办事硬朗朗的
像个庄稼汉子。解放战争转折关头的1947年，
莒县一带的参军支前工作热火朝天。女青年
党员田树荣身为石井村村长，整天在村前村
后给男青年们作参军动员。不知谁将带头参
军的矛头指向了村里那位个子矮、脸上又长
了一堆麻子的木匠刘纪坤。“田树荣，你能把
刘纪坤动员去参军，我们就都报名。”田树荣
果然去动员刘纪坤。“不是我不敢，我是怕俺
年纪大了，家里又穷，当兵去了以后找不到媳
妇……”比刘纪坤小八岁的田树荣一听就来
气，当众说：“刘纪坤你听着，你要带头报名参
军去，我就嫁给你！”长得花一般的田树荣这
样以身相许，感动了刘纪坤，也感动了全村那
些适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几年后，刘纪坤
从部队复员回到村子，田树荣如约嫁给了他。
在别人看来田树荣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可
她自己则非常幸福地说：“能看到自己的男人
和村里的青年上战场，还带回立功奖状，这就
是我最大的心愿。”解放后，田树荣在村上当
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86年。

有个村庄叫前山头渊村，是当地有名的
“红色村”、“堡垒村”，因为在战争年代这个村
一直有几十位党员支撑着这片天地。无论是
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是后来国民党反
动派的枪炮怎么劈头盖脸，前山头渊村的人
没有软过骨头，先后有146名青年当兵参战，
十余名青年英勇捐躯。这个在战争年代有“铜
墙铁壁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之称的小山
村，有一个叫小东岭的自然村。当年只有三户
半人家，抗日战争时，小东岭由于独特的地理
位置，成为八路军信息传达的枢纽。日本鬼子
和汉奸千方百计想拔掉小东岭这根“眼中
刺”，但始终不能得逞，原因只有一个：这小小
的山岭上住着的三户半人家中，先后有十八
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生命和信仰铸锻了这方
铜墙铁壁。

在子弹贴着头皮飞的战争年代，当个共
产党员，就是要生在后，死在前，去用身子挡
敌人的刺刀，去用肩膀扛塌下来的天。而有的
时候，默默做了一辈子好事，还可能由于一些
特殊历史原因最终没被人抬举。模山村的崔
立芬大娘就是这样。1943年，老实巴交的农家
妇女崔立芬刚生下大女儿，就在这当口，县上
一位领导干部找到她，将一个小婴儿托付给
了崔立芬。血腥的战争年代，八路军将士随时
会牺牲，人民群众就是他们的后盾。崔立芬在
抚养革命后代的日子里，也单线入了党。一个
农家妇女对革命的理解，就是要把“革命后代
抚养好，绝不出差错”。她这样做了，做这样的
事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崔立芬的头没有被敌
人砍下，但她的心伤得比头被砍了还痛———
为了那位“革命后代”，她自己的女儿却因为
没有奶水喝和长期缺营养而夭折了……解放
后，长大成人的“革命后代”回到了在京城工
作的父母身边，但崔立芬因为“无法证实入党
手续”而只能当个在组织名册上的“事实党
员”。“因为介绍我入党的同志都牺牲了，俺只
有自己知道自己是党员。能不能过组织生活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党员的事。”

在沂蒙老区，像马骅、田树荣、崔立芬这
样的农村共产党员，有数以万计，他们有的牺
牲了，有的参加革命后至今仍然不知下落，更
多的人在革命战争中，跟着八路军、解放军或
冲锋陷阵，或推着小车飞步在送军粮的路上，
或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一线，他们有的英名被
刻在烈士陵园的丰碑上，更多的则在胜利后
回到了乡亲中间，继续干着“背顶青天，面朝

黄土”的庄稼人的活计。他们不居功，也不躺
在功劳簿上享福，更不会在掌了些权力后私
心膨胀、为所欲为。他们后来多数又成为了乡
亲们脱贫奔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
人。杨家岭有一位名叫卢翠秀的“女支前”模
范，解放后她在村里当了60多年村支书，硬是
带领乡亲们将穷山沟建成人均收入过万元的
富裕村。

掩卷《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我
的眼前仿佛看到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衣着、
他们的脸庞，甚至弯驼的后背，与所有的庄稼
人没有两样，然而面对困苦和艰难时，他们又
走到了别人前面；当需要送出自己家中最后
一粒粮、送走最后一个儿女时，他们又总是走
在别人前头；甚至需要牺牲生命时，他们依然
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别人前面，甚至用自己的
身躯去挡住敌人的子弹和刺刀……他们就是
这样的人，生活在基层，过着最普通百姓的生
活，但是他们内心有与众不同的信仰，有与众
不同的力量，因为他们永远铭记着自己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中间的
革命种子。

铁流、纪红建是两位优秀的青年报告文
学作家，创作过多部有影响的作品。他们选择
这样的一个题材，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现
实意义。在本作品中，他们不仅彰显了自己
艺术上的才华，更多地为全党和全社会提供
了一部制工精良的作品。毫无疑问，在全面
治党的今天，这部作品是可以成为全党好好
学习的一部难得的党课读本。尤其是在当今
农村和基层单位的党组织里，许多虽为共产
党员，其实他们已经忘却了自己有这样一个
崇高的身份；他们虽身在群众和百姓之中，
心却早已高高在上，甚至悬在空中；他们虽
脚踩土地、居于乡间近邻，却做着丧尽天良
的缺德事。让这些人捧着党章，读一读沂蒙
革命老区马骅、田树荣、崔立芬这样的共产党
人的事迹，我想必定是一堂好党课，一支强心
剂。

在共产党员称号面前，我们都应当牢记
这样一句话：你本是一颗红色种子，你就该永
远保持种子的本色。革命种子的本色是什么？
无私、坦荡、奉献、清廉、勤劳、勇敢，以及不求
回报、服务他人，就像马骅、田树荣、崔立芬那
样……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他们并没有远去
——— 读报告文学《见证——— 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观众在参观“第三届山东省农民书画艺术作品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花开有韵，草木含情。8月20

日，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
书店海淀分店举办《身边汉字·花草字传》
新书见面会，该书主创等一起与读者现场分
享汉字之美。

《身边汉字·花草字传》包括《萌芽开
花》、《四季群英》、《满目青翠》、《万
紫千红》、《硕果累累》5册，是国内首套
可以随时听读的“说文解字”类图书，装帧
设计清新雅致，扫描听书轻松便捷，外形轻
巧易于携带翻阅，能给读者带来视觉、听觉
的双重享受。

在新书见面会现场，本书主创、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人张一清和央视主播梁艳
以及特邀嘉宾关正文，围绕图书创作、汉字
推广、文化传承展开对谈，同读者深入互动
交流，并进行签名售书。

张一清是《身边汉字·花草字传》的作
者。他详细介绍了本套图书的创作缘起和出
版背景，然后围绕汉字的发展演变、文化传

承同读者深入互动，就汉字繁简之争、网络
语言侵袭、外来文化渗透等热门话题与读者
广泛交流。在交流互动过程中，现场穿插解
读汉字，让读者感受汉字之美。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导演关正文具
有二十余年出版行业从业经历，对《身边汉
字·花草字传》的设计、印刷、制作都给予
高度评价，认为这套图书是一流的“说文解

字”类图书。央视著名女主播梁艳作为本套
图书的诵读者，则与读者分享了录制过程中
的趣事，认为感受汉字之美，能够充盈心
灵、丰富生命、受用终生。

本套丛书的策划编辑表示：“《身边汉
字·花草字传》适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
将传统阅读和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引导读者
进入汉字的世界，享受汉字之美。”

《身边汉字·花草字传》解读汉字之美
□冯磊 张国萃 报道

8月23日，由山东歌舞剧院出品的民族管弦乐音诗
《孔子》在南昌市江西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该作品由作
曲家莫凡担纲作曲及文本，展现了孔子五十岁之后的人生
历程：他为理想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孜孜以求，铺展开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宏伟的人生画卷。据介绍，这
是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全国巡演第三站。8月17日至8
月29日，《孔子》在江苏、江西、福建等省份的6个地市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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