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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15日恰逢中秋佳节，这是全球华人
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一轮明月，万家团圆，
吃月饼、赏月、赏桂花、猜灯谜……欢乐度
佳节，天涯共此时。当天晚上，山东文化
“走出去”系列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一场重
头戏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亮相，由法国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山东省文化厅联合主办
的“石上史诗——— 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
展”，吸引来热情的法国媒体和当地民众前
来体验山东文化魅力，他们与中国艺术家一
起看展览吃月饼，度过一个充满中国色彩、
山东韵味的快乐之夜。

文化山东让法国民众着迷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承办的“石上史
诗——— 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展”于9月
13日至18日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
开幕式于中国中秋节当天晚上正式举行。

与此同时，山东旅游推介活动也在这里
举办。活动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形式，
向法国民众展示美丽山东、活力山东和好客
山东的独特魅力，获得法国民众热情点赞。

“石上史诗——— 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
片展”共展出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40幅，是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从馆藏各类拓片中精
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展览从农耕手
工、庖厨宴饮、庭院建筑、车骑出行、乐舞
百戏、胡汉战争、历史故事、神仙祥瑞八个
小专题进行展示。每个小专题，都用简洁、
生动又非常口语化的语言，用中、法两国文
字，对汉画像石描绘的内容进行介绍。

汉画像石被誉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历史
画卷”，是汉代墓室和地面祠堂、阙等建筑
物上的雕刻装饰，它所具有的质朴、深沉雄
大和本土艺术手段，反映了浓郁的民族色彩
和汉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山东地区遗存的汉
代画像石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历史、
艺术价值极高，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
山东地区已经发现的汉代画像石有4000余

块，其中，嘉祥武氏祠、长清孝堂山石祠、沂南
北寨汉墓早已蜚声海内外。山东汉画像石内
容丰富，雕刻技法全面，画面生动，布局多
样，是汉代艺术的代表作。这样的好东西带
到法国，自然让当地民众大开眼界。

展览现场，来自山东石刻艺术馆的专家
还专门为法国民众演示了拓片制作过程。著
名书法家娄以忠现场挥毫，笔走龙蛇。诸城
派古琴传人朱子易老师的弟子董嫣然现场演
奏《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醉渔唱晚》
等古琴名曲。法国民众在这里有机会现场感
受山东文化、中国文化的精妙，体验中国艺
术独特的韵与美。

山东文化真是太神奇了

看过现场展出的拓片，卡特琳·杜萨斯
女士又走过去认真观看现场书法创作，中国
书法线条的变化与最终形成的艺术效果，让
她感觉非常神奇，“这不是我第一次现场看
书法创作，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项基本功非常
重要的手艺。”

卡特琳·杜萨斯把书法看成是一项手
艺，自然不太准确。事实上，她对中国文化
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她说自己非常喜欢中
国戏曲，到北京旅游时，曾在剧院看过很多
戏曲演出，“我看过《牡丹亭》的表演，讲
述了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

她曾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丽江
等地，苏州园林让她印象深刻，她还曾坐火车
去过西藏旅游。到过这么多地方，却从未到过
山东，看过山东的旅游推介，她感到很震撼，

“看了展板上这些照片，我才知道山东有这么
多好玩的地方。”“蒙山寿星”展板更是让她印
象深刻。在山东蒙山景区，利用整座天然裸岩
山体雕刻而成的“蒙山寿星”，高218米、宽198
米，是世界最大的山体雕刻，已载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卡特琳·杜萨斯说：“这的确很神奇。
另外吸引我的是，在中国画中，我经常看到有
这种云、山结合的景观，这里就真实地存在这
样的风景。”

“石上史诗——— 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
片展”自然是观众细细观看的内容。为了让
观众看懂，每幅拓片都配了简单清晰的解说
词。“庖厨宴饮”类的画像石，解说词这样
描述：“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才有力气和精
力做事。汉代一部分人不仅能吃饱饭，还能
吃比较好的饭，有肉吃，有酒喝。画像石上
既有杀猪、宰羊、剥狗、烫鸡、剖鱼、棰牛
的画面，也有灶关蒸煮、烤肉串、酿酒的画
面。”法国民众由此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中
国汉代的一些宴饮习俗，对今天的中国饮食
文化也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有些，即使是看文字还是有些吃力。比

如“嘉祥五老洼泗水升鼎图”拓片，画面分
成两层，下层有一个架子，两侧各有四人正
在奋力升鼎，鼎已经高高升起，但鼎里伸出
的龙头把升鼎的绳子咬断了。上层，是上方
的官员和随从正在亲眼目睹这一场景。这样
的画面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山东石刻艺术博
物馆的专家现场又为观众进行了讲解，“鼎
是一种礼器，是权位和等级的象征，天子用
九鼎。秦始皇时，终于找到这个丢失的鼎，
将用以凑成九鼎，以示拥有天下。不料最终
还是未能升鼎成功，此鼎再度坠水。这其实
表达了对秦始皇的不满，之所以未能升鼎成
功，全因其实行暴政。”

如此一来，画面的深意就容易理解了。
这样，也可以引领观众对山东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文化要多了解才能多理解

在中秋当晚开幕式现场，有一位老者颇
引人注目。这位老人汉语名字叫汪德迈，是
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今年已经88岁，走起路
来有些步履蹒跚，但听到这个展览，他还是
坚持赶到现场参观。

他的名片上印有汉语，标明身份是法国
金石和文学院通讯成员、巴黎大学区高等学
院导师。他自称也会篆刻，但还远远谈不上
精通。

汪德迈自我介绍，二战结束前后开始接
触学习汉语，然后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
习。因为战乱没办法进入中国留学，辗转越
南、日本，最后到香港留学三年，老师就是
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他尤其对中国古典的
文学历史等感兴趣，现在中国和法国都有不
少学生。他认为，文化就是要多交流才能了
解，多了解才能形成理解。

多交流也成为各方共识。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苏旭表示，山东2010年在位于法国
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孔子文
化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当时，法国观
众在这里听“孔子讲座”、看“孔子展
览”、赏“孔府乐舞”，引发轰动效应。后
来，山东又在巴黎举办“山东书架”开设仪
式暨山东当代绘画展、琴箫雅乐演奏会，也
给法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巴黎中
国文化中心每年举办大约100场各类演出等
活动，吸引观众五六万人次。

山东方面表示，将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一道，积极探讨通过多种方式，推出规模更
大，内容更丰富，在法国社会能产生更大影
响力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同时，能够实现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以文带商，以文促
商，为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更大更坚
实的助力。

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展亮相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法国观众体验山东文化魅力

□ 于国鹏

中秋当晚，省文化厅组织的“石上史
诗——— 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展”在法国巴黎
中国文化中心红红火火地举行开幕式，同
时，山东旅游推介会也在这里举行。对有机
会来到现场的法国民众来说，无论有没有到
过山东，无不对山东的文化艺术赞赏有加，
无不对山东的自然美景感到陶醉。

秋天是象征收获的美好季节。从9月初
开始，山东文化“走出去”又掀起一轮热
潮，走进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令人目不暇接。先是“2016新加坡·中国
山东文化年”第二阶段活动精彩上演，接着
来自山东的年轻画家们在澳大利亚采风写
生、举办展览获得圆满成功。如今，继在法
国的汉代画像石拓片展等文化活动取得丰硕

成果后，山东文化到西班牙等地的文化深层
次交流“深度游”系列，也都堪称硕果累
累。

山东文化“走出去”，绝对不仅仅是
单方面展示，同时还是一个双向沟通，多
角度、多层次互动交流、借鉴吸收的过
程。山东文化通过相互交流，感受学习异国
文化，融会吸收其优点和长处，涵养山东文
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和而不同，同则不
继。正是因为多元共生，开放包容，才形成
山东多元共生的良好生态，形成如今山东文
化丰富多彩的良好局面，也为山东文化将来
更好地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以中法文化交流为例。中法文化交流源
远流长，上个世纪初，又掀起一个高潮，中
国大批留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包括多位在
文学艺术界、史学界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学者
和艺术家。像陈寅恪、巴金、傅雷，在赴法
前已经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又经过对西方
文化的学习研修和西式学术训练，最终学贯
中西，在学术领域卓有造诣。林风眠、徐悲
鸿、刘海粟、吴冠中、赵无极等画家，到法
国学习美术，无论是学习古典写实画派，还
是学习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现代派绘画，

最终都在中西绘画语言的融会中找到自己个
性化的表达方式，独成一家。

如今，中法文化交流越来越热闹。其
中，山东与法国的文化交流是重要组成部
分，既有山东文化“走出去”到法国，也
有法国文化“走进来”到山东，法国文化
收获多多，山东文化也受益匪浅。比如，
在中国和法国之间举办的经常性文化交流
活动“中法文化交流之春”，从2006年开
始已经举办了多届，规模越来越大，内容
也越来越丰富，2008年的第三届活动，法
国的艺术团就专门到过山东济南、青岛等
城市举行演出。今年初，为庆祝山东省与
法国卢瓦尔大区缔结友好关系10周年，在
济南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文学座谈会，来自
法国的作家与山东作家、评论家共聚一
堂，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在此次法国巴
黎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山东的汉代画像石
拓片展等活动后，双方表示还将进一步扩大
交流合作，今后通过更多样形式、更丰富内
容的文化交流，促进双方文化艺术的借鉴与
发展，加深中法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
双方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这也是对外文化
交流的目的所在。

如今，我们文化“走出去”的姿态越来
越自信。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
授认为，最近二三十年，我们肯定民族文化
的价值，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怀有温情和
敬意，对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
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
等不同学术繁荣时期的价值有深刻认识，对
老子、孔子、墨子等一批思想大家倍加推
崇，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进行认真整理和
创造性阐发，这既是内心对民族文化的价值
认同，也体现着文化自觉意识的日益增强，
文化自信的日益坚定。当然，同时还需要自
觉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通过对民族传统
文化的清理、对西方文化合理成分的吸收，
进行新的价值重构。这正是达成对外交流目
的必经的一条正确路径。

山东文化“走出去”，正是以这种自信
谦逊的精神气质和平等友好的态度，与到访
国家开展文化的深层交流与合作。走出去进
行精彩展示的同时，又能恰如其分地融进
来，通过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化元
素，涵养山东文化的多样性，丰富山东文化
的内涵，从而不断推动山东文化包容有序、
进取创新的时代发展。

涵养山东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

法国巴黎观众在欣赏“石上史诗——— 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展”。

非遗抢救性记录既为当下更为将来

●“许多人类的智慧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淡
化，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在当下把它们记录下来。因
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我们现在已经感
受到的许多问题，比如我们要去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
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去找寻礼乐、中医药、文字、书法等很
多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集体意识、集体记忆，体现的同
样是人类的智慧。现在我们所做的抢救性记录工程，既是
我们对当下存续的遗产负责，同时也是我们对未来、对子
孙负责。可能在几千年以后，我们当下的抢救性记录工
程，就能够体现出非凡的价值。

京剧推广和普及就像开荒

●“京剧推广和普及就像开垦荒地，虽然很辛苦，但
荒地一旦变成绿洲，收获时的那种成就感和愉悦感是无与
伦比的。”

——— 余派老生第四代传人、有梨园“小冬皇”美誉的
王珮瑜说。“有人说，京剧艺术应该保有一种骄傲和清高，
不能降格以求。我认为，任何一种艺术都应该是雅俗共赏，
老少咸宜的。如果只为小众和内行服务，虽然可以保证艺术
的高度，但没有广度和宽度。作为一名京剧艺术的表演者和
传播者，有机会就要说，有场合就要介绍，责无旁贷。互联网
时代，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受众也在发生变化。对京剧来
说，传播和传承就显得一样重要。与现代的传播方式接轨，
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京剧。”

（孙先凯 辑）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9月26日至9月30日
1、9月29日至30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

院演出京剧折子戏专场
2、9月27日至29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百花剧院

演出吕剧《回家》
3、9月28日至30日19：30，山东省杂技团在山东剧院

演出大型多媒体时尚杂技舞台剧《因为爱》
4、9月29日至30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京

剧《裘盛戎》
5、9月26日至30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

出相声专场
6、9月30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德国钢琴大师伊利

亚·歇普斯钢琴音乐会； 30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
演出《历山艺享汇》相声专场

7、山东美术馆：9月22日至10月5日，行者无疆———
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 9月29日至10月9日，真际——— 唐
寅油画展(2006—2016)；9月29日至10月24日，《新沂蒙》
美术作品展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9月12日，淄博市张店区绿杉园小学举行“开笔启

智，习字立人”书法教育启动仪式。通过朱砂启智、击鼓
明志、开笔展示等形式，传递国学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恒久
魅力。1700余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手握毛笔，学习书法。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0日，由山东老年书画研究会主

办，山东美术馆承办的“山东老年书画展暨华东六省一市
老年书画联谊展”亮相山东美术馆。

山东老年书画展自2014年启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两届。本届展览组委会联合兄弟省份老年书画研究会，合
力打造“山东老年书画展暨华东六省一市老年书画联谊
展”，将华东六省一市老年书画联谊展的收官之展放在山
东。展览共展出作品296幅，包括各兄弟省市作品121幅，
山东作品175幅。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9月25日。

山东老年书画展开展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当地时间9月10日下午，第二

届尼山国际讲坛在美国洛杉矶成功举办。本
届讲坛由山东出版集团和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联合主办，由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和美
国尼山书屋国际出版公司共同承办。本届讲
坛以“文明基因探踪”为主题，中国著名作家、
学者王蒙作了主题演讲，并与美国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美中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杜克雷举
行了对话，探踪文明基因，共话文明互鉴。

在主题演讲中，王蒙以当前中华文化的
几个现象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归纳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特点，带领观众走进传统儒家文化
以及孔孟老庄的古典哲学世界。他说，中华
文化强调道德、强调仁政、强调文明化育、
强调万物相互关联相反相成的思想方法，有
利于高端思维与整体布局，甚至具有“后现
代”的意义。中华文化有过早期的辉煌，也
有过由于缺少认真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挑

战回应而停滞的悲哀，现在面临着极好的机
遇，使我们能够继承、弘扬、创造性地转
变，创新性地发展好我们的中华文化，贡献
给自身，贡献给人类。

王蒙还就中西文化的异同等学术议题与
杜克雷展开对话式探讨。他们都认为，文明
的内涵丰富，各民族具有复杂与深厚的历史
文化渊源，所有的文明对话都应该以尊重为
前提，并且需要不断地推进，从而消除误会
与偏见。文化的多样性为人们进行不同文明
的交流对话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诠解》

（中文版），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此
次，山东友谊出版社独家授权美国尼山书屋
国际出版公司出版和发行《论语诠解》（英
文版）。这也是美国第一本关于《论语》的
英文诠解版。据介绍，英文版《论语诠解》
分为三部分：中文原文、英文诠释和英文解
读，非常适合喜爱中国文化的英语国家读
者。本书中文版主编为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
明先生，英文作者为美国特拉华大学Jianguo
Chen教授以及Cuangmin Tu教授。《论语诠
解》（英文版）的出版发行，将为推动中华
文化经典图书走入世界范围内普通英语读者

的阅读视野，同时对于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
的认识，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对外传
播，都将提供一份新的助力。

尼山书屋是山东友谊出版社打造中华文
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品牌，目前
已在13个国家落地22家，并成功举办一系列
文化活动和开展国际出版。尼山书屋旗下包
括尼山书系、尼山国际讲坛、尼山书屋国际
出版、尼山国际展演、尼山国际教育等5个
品牌。其中，尼山国际讲坛是一个高端的思
想、学术、文化交流的国际性平台，每年举
办一届，去年，首届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

探踪文明基因 共话文明互鉴

第二届尼山国际讲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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