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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扩大古琴文化的影响，由山东省文物
局、山东省文物保护与收藏协会共同主办的“琴风雅
韵——— 中国古琴名家名曲品鉴会”，2月18日在山东博物
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品鉴会主办方共邀请了虞山派、
川派、诸城派、广陵派、梅庵派、九疑派、吴门派、岭南
派全国“八大琴派”的代表性琴家，为观众现场演绎了各
自琴派的代表性古琴曲目。通过古琴名家精彩绝伦的现场
演奏，让公众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古琴因地域影响、师承、
传谱不同而产生的风格和特点上的变化，感受传承三千多
年的古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品鉴会现场，来自镇江的梅庵派古琴名家刘善教，首
先以一曲《平沙落雁》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琴曲清远淡
雅，观众仿佛身处江边，眺望秋高云远、沙平江阔，远处
的雁群自在翱翔，犹如一幅幽畅的山水画卷。接下来，古
琴名家刘扬、李天桓、曾成伟、区君虹分别演奏了各自琴
派的代表性曲目《忆故人》《水仙操》《流水》和《渔樵
问答》，让观众不仅领略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精神境
界，又感受到了隐逸的渔樵人家对凡事的超凡脱俗。

随着来自齐鲁大地唯一的古琴门派——— 诸城派古琴第
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高培芬的一曲《碣石调·幽兰》，把整
场古琴品鉴会带入了高潮。她将一曲历经千年、曾被白居
易赞叹为“琴中古曲是幽兰”的经典曲目演绎得如诗如
画。据了解，高培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打谱，三易其稿，
才让这曲《幽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将幽兰于空谷中
独自飘香的清雅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之后，古琴名家王永昌、裴金宝、朱晞先生，又为现
场观众倾情演奏了《平沙落雁》《白雪》《流水》等古琴
名曲。整场演奏会下来，因各琴派对古琴文化感悟与弹奏
方法的不同，琴声时而缓慢沉稳，时而清新飘逸；时而柔
情绵绵，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悠长婉转，时而铿锵有力；
时而含蓄内敛，时而热情奔放，琴声的抑扬顿挫巧妙地调
动了现场观众的情绪。

此次中国古琴名家名曲品鉴会最大的演奏特点就是虚
实相间、音少韵多，演奏者有很多摩擦琴面的表演，观众
不仅放松了疲惫的耳朵，放空了沉浮已久的心灵，还仿佛
随着杳杳琴声穿梭到了数千年前的古代，在沧桑的历史长
河中探索中国古琴发展史，感知古琴传承至今的种种不
易，正是因为这份艰难才使得古琴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
了一般传统音乐。

据介绍，山东博物馆自2013年成立“山东博物馆高培
芬古琴研究中心”起，每年组织举办古琴教育研究活
动。通过举办古琴品鉴会、古琴雅集、古琴小讲堂等形
式多样的体验活动，让观众都能在山东博物馆学习古琴
知识、练习古琴弹奏技巧、感受古琴中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

“八大琴派”名家献艺

中国古琴名家名曲品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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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山东省图书馆尼
山书院也越来越忙活。正月十五猜灯谜、射花
灯的欢快笑声还未散去，各种活动又次第展
开。2月25日上午，尼山书院国乐团又将在遐
园的国学讲堂，举办新一场“国乐杏坛”丝竹
雅集活动，一批高水平演奏家们将演奏中国
民乐的经典作品，传递风华国乐的音乐之雅、
意境之美、文化之韵。

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秘书长李西宁介
绍，省文化厅2014年印发在全省推进“图书馆
+书院”模式建设“尼山书院”的决定后，山东
省图书馆率先建成尼山书院，并成功推出举
办了明湖高端对话、国学公开课、尼山书院会
讲日、尼山书院国乐团“国乐杏坛”丝竹雅集
等多项重要活动，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第
二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项目，被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授予“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试点单位”等
称号。目前，这里正成为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越来越受欢迎的大平台。

讲座内容都是高需求

2月19日，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宗来
在遐园的国学讲堂，为观众举办了“《孟子》精
讲”的第九、第十讲，阐释孟子思想的学术内
涵，并解读其现代意义和价值，令人深受启
发。

作为“《论语》精讲”50讲的后续，2016年，
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继续邀请赵宗来开讲“《孝
经》精讲”和“《孟子》精讲”，讲座每周开设一
次。目前“《孝经》精讲”共九期已全部讲结，

“《孟子》精讲”计划开讲70期，预计2017年度讲
结。

李西宁介绍，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去年全
年共举办各类讲座260余场次。其中，系列高
水平的学术讲座，是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
的重要工作之一。已经初步形成品牌效应的
学术讲座“国学公开课”，继第一个专题“孔子
公开课”圆满结束后，2016年又举办了第二个
专题“《孟子》公开课”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共
开课十二讲，邀请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的教授学者，包括龚鹏程、廖明春、王志民、林
安梧等担任主讲嘉宾，从各个不同角度，全面
系统地阐释孟子思想，解读孟子文化。这一讲
座同时现场进行网络直播，全省各级尼山书
院组织收看，全年受众近21万人次。

2月23日，泰山养生研究院院长孙华钦，
在遐园的国学讲堂举办了一场“国学养生之
黄帝内经系列讲座”。这一讲座每周举办一
次，为观众全面系统地讲解养生常识。这是省

图书馆尼山书院为满足社会大众养生文化需
求举办的活动内容之一。书院还邀请知名中
医专家段桂华，开设中医与幸福生活讲座，深
受读者欢迎。书院策划组织“尼山书院国术课
堂”、日常开展定期的“沙画公益课”等公益培
训系列讲座，也都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近期，为推动全民阅读，省图书馆尼山书
院还利用每周二的晚上，推出“阅读今晚”系
列读书讲座，目前已成为爱书人的定期盛会，
现场火爆。

策划举办学术讲座外，省图书馆尼山书
院也举办展览。在奎虚书藏楼开设了“永奠和
平——— 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展”和“翰墨书
香——— 百年馆史展”两个主题展室，在二楼设
齐鲁先贤英模展，自开展以来接待参观者达2
万余人次。

2016年，书院又增加特色馆藏“篆刻名家
《论语》印章百品”，由50位西泠印社、中国书
协名家以《论语》名句为内容刻制了百方精品
印章，书院组织专人拓边款、钤盖印文，精心
准备推出了“馆藏《论语》印章百品”展，深受
读者喜爱。

活动内容重视体验性

今年正月初八至十四，省图书馆尼山书
院利用一周时间，举办尼山“新六艺”非遗项
目及传统民俗文化体验周。泉城兔子王、和圣
文刀、杨家木铺、胡氏古船等有山东特色的非
遗项目展示，让群众尤其是孩子们贴近感受
非遗魅力，而陶艺、传拓等传统手工艺的动手
体验，更是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李西宁介绍，尼山书院体验活动共分传
统文化体验、少儿“新六艺”体验、非遗体验活
动等几大板块，2016年全年共举办体验活动
二百余场次。其中，书院每个周末都开设古琴
公益课、射艺公益课等体验课程。2016年，又
加大了公益课的开课频率，保证每周古琴和
射艺课都有八个课时，以尽量满足读者的需
求。针对少年儿童，书院开设了书法、国画、围
棋、民乐等内容的尼山“新六艺”系列公益体
验课，专门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每周末都吸引
众多的孩子来书院体验传统文化的乐趣。

除周末外，每周二、周四上午在奎虚书藏
二楼金石展厅开展拓片体验活动，每天上午
在遐园太极苑开展太极拳体验活动，每天开
放博艺堂一楼，开设木版雕刻印刷体验活动，
均受到广泛好评。寒暑假期间，书院还联合山
东大学等共同举办国学体验夏令营、冬令营。
2016年，举办夏令营6期、冬令营2期，设置包括
少儿太极、诵读经典、中国剪纸以及礼、乐、
射、御等六艺的修习等课程，在有限的时间
内，让参加活动的孩子们领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艺术雅集也是让观众体验传统艺术、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之一。李西宁说，2016
年，书院成立组建“尼山书院国乐团”，由十余
位国家一级演奏员、资深演奏家、省属高校客
座教授、硕士生导师等志愿老师组成公益演
出团队，向社会推出“尼山书院‘国乐杏坛’丝
竹雅集”活动。丝竹雅集每月上演两场，为全
省的民族音乐爱好者们献上丰厚的国乐盛
宴。此外，部分演奏家受邀请以“尼山书院国
乐团”名义赴上海、深圳、苏州等地进行学术
交流和公益演出，为尼山书院赢得了良好的
社会美誉度。

2016年，书院又在原有普及性的“古琴课
堂”基础上成立了“尼山琴社”，延请古琴名师
定期举办雅集活动，并举办公益高端班，提高
读者的古琴欣赏水平和鉴赏力。

省图书馆尼山书院还开设尼山义塾，传
承古代书院的社会教育作用，以传承国学经
典为主要内容，以“知行合一”为目的，使之成
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

节日文化活动追求专题性

2月11日元宵节当天，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为大家带来了猜灯谜等多项活动。为读者准
备了200余条灯谜，包括字谜类、动物类、地名
类、文体类，答对一题就可以兑换一份奖品，
现场还有精彩的礼射表演，气氛非常热烈。

李西宁说：“书院在春节、清明、端午、中
秋等传统节日期间，都会举办主题性的民俗
体验周活动。”其中，春节期间举办传统民俗
知识讲座、民俗老游戏、非遗项目展示体验活
动，增加春节的节日欢乐氛围，让读者充分体
验春节的传统民俗。清明节期间，举办“清明
射柳、着汉服、赏古琴 ——— 尼山书院明湖雅
集”活动，邀读者一起体验汉服，欣赏古琴，共
同踏青大明湖。端午节期间举办以民俗讲座、
手工体验、礼仪展示、趣味比赛为主要内容的
系列民俗活动，包括“射五毒”比赛、“端午民
俗讲座”、“夏令养生讲座”、“包粽子、绣荷包
亲子体验”等多项活动，深受读者欢迎，参与
者众多。此活动也被作为我省在传承传统文
化的典型案例，被媒体广泛报道。

2016年10月，书院还联合多家单位主办了
“首届全国礼射大会”。期间，来自全国的十余
支射艺队，以及学者百余人，共同探讨射艺的
继承发展问题。“礼射大会”的形式在全国尚
属首次，不仅在射艺发展，同时在传统礼仪的
现代继承问题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受到了
学术界、体育界的共同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不只是局限在

书院内部，还积极“走出去”，走进社区、走进
学校。2014年11月24日，“山东省尼山书院领秀
城社区儒学讲堂”在济南领秀城挂牌启用，社区
每月邀请有知名度的老师来现场讲授有关仁
爱、养生、孝等主题的讲座，传统节日举行社区
活动，深受业主欢迎。2016年，省图书馆尼山书
院又全面推进“进校园”活动，带着弘扬传统文
化的公益讲座等，走进大明湖小学、无影山小学
等多所学校，同样受到师生广泛好评。

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秘书长李西宁点
评说：近日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深刻阐明了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目标、主要内容、重
点任务、组织实施及保障措施等，虚实结合、
宏观论述与具体项目相统一，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以及有力的保障体系，
体现了我们党坚守中华文化自信、传承中华
文化基因、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
把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
的历史高度，具有文化发展里程碑的意义，也
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催人振奋，形
势喜人。

截至今年2月，山东省内公共图书馆已全
部建成尼山书院，乡村(社区)儒学讲堂达到
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参与群众
超500万人次，成为国内体系完整、覆盖广泛、
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群众欢迎、效果显著的
传统文化服务传播传承重要机构之一。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中提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文
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
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和“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
以及“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等要求，对进一
步推动“图书馆+书院”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尼山书院积极行动起
来，落实文件精神，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加快
对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具体实践步伐，加强体系机制建设、丰富
内容内涵，创新形式表达，注重实践效果。以
科学现代理念，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服务
体系和机制；以礼敬自信态度，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以客观创新思路，
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性和现代表达形
式；以社会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使这项工
作创造性地在社会全面展开，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民风民俗，营造社会和谐氛围，在弘扬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群众需求，提升社会道
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举办系列高水平讲座，开展各类非遗体验活动

尼山书院：倾力打造传承优秀文化平台

□ 张丽军

新世纪以来，山东青年作家在省作协签
约作家机制的激励下，已经从鲁军新锐逐渐
成长为文学新鲁军。尤其是在签约小说家方
面，刘照如、刘玉栋、王方晨、瓦当、范玮、宗利
华、柏祥伟、张锐强、王宗坤、凌可新、邢庆杰、
闵凡利、刘克中等一批优秀的男性青年小说
家已经显现出文学新鲁军的阔大艺术气象和
深厚精神底蕴，成为中国文坛重要的生力军，
构成了新鲁军“山东豪杰”的主力阵容。

山东菏泽自古就有习武之风，是全国首
批武术之乡，民众有着尚武侠义的传统。刘照
如曾讲过一个当地故事，让我一直念念不忘。
大意是说菏泽好兄弟，一见面，不管兜里钱有
多少，就拍着自己的上衣兜说，“兄弟，用钱
不？” 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意思是，兄弟若
用钱，尽管拿去。钱，对于穷苦百姓而言，就是
包含血气的救命之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自
然，对面的兄弟也是不在话下，赶紧回答“不
用”。刘照如留着板寸头，有一双明亮有神的
眼睛，煞是耐看。一次他跟我说，小时候学过
戏，在舞台上练过功夫。所以，对于刘照如曾
提到长篇小说《十八腔》，我一直非常期待。刘
照如的小说《蓝头巾》视角新颖，刻画深刻，往
心理深处用劲，既有老济南民俗、民谣的灵动
描写，又有着对日本普通士兵有趣、可爱心理
及其恐怖行为的富有张力的叙述，是一篇近
年来极为优秀的抗日反战文学。

刘照如和刘玉栋是我同时认识的。他们
当时都在济南文联的《当代小说》，都是知名
作家，都是好“兄弟”。刘玉栋有三句话给我印
象最深，一是作家要多读书，二是要向经典学
习，三是有时间一起坐坐，吹吹牛。特别是最

后一句话，刘玉栋往往是乐呵呵笑着说的，谈
文学兴至酣处，还会夹着一支烟。刘玉栋读书
较多，有着可贵的向经典靠拢的“经典意识”，
是中国70后小说家中的实力派作家。他出道
较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表带有浓郁生
活气息和某种先锋意味的很有特色的小说，
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
兰姑姑押车》《丫头》《葬马头》《幸福的一天》
等。这些作品都呈现了一颗灵动的诗意之心
对世界与人生的忧伤、宽容与悲悯。刘玉栋的
长篇小说《年日如草》以进城工人曹大屯的人
生遭遇为线索，准确拿捏了新时期以来中国
社会文化变迁下的人心之变，其价值和意义
有待时间的进一步确认。近期，刘玉栋重新回
到乡村叙事中来，写了一些关于乡村民俗文
化与灵异叙事的作品，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颇
有蒲松龄之风。

王方晨与刘玉栋都是鲁军新锐文丛第一
辑的作者。王方晨早期乡村叙述的系列作品，
如《王树的大叫》《生命是一只香油瓶》《祭奠
清水》等“清水出芙蓉”的、清新质朴气质的小
说。里面的“塔镇”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精神视域。近年来，王方
晨《大马士革剃须刀》可视为其新城市文化书
写的代表性作品。《大马士革剃须刀》的独特
之处就在于小说既有当下城市拆迁的时代气
息，又有着来自古老传统的老济南民俗文化
的深厚精神底色，二者交织在一起，在风轻云
淡之际刻下了“灵魂的拷问”的沉重一笔。是
文学鲁军中的王润滋、张炜、矫健所呈现的上
世纪80年代“义利冲突”的延续和新的书写。

范玮远在山东东阿县城，由于时空的阻
隔，每年我们也就见一两次面，但是我对范玮
的作品却留有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范玮是让我怀有敬意的“英雄”，是另类的

“乡村催眠师”。这是因为范玮是当代山东文
学的一个“异数”。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鲁军
的兴起到新世纪今天文学新鲁军的成长，山
东文学一向是匮乏先锋性、探索性、魔幻性的
异质性叙事，而是沉浸于乡村叙事、历史叙事

和个人化温情叙事的文学传统之中。所以，范
玮的《像鱼一样飞》《刺青》《乡村催眠师》《桃
镇之行》《孟村的比赛》等作品显现出魔幻性
的异质性才华，建立起一个独特的“叙事王
国”。范玮最近的作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延
续了这种魔幻性叙事的质地，而具有了更加
具象的呈现，如黑衣人和白马为象征的黑白
无常，死亡的信函和女儿手中紧攥的梨木印
章等等象征让作品的异质性叙事摇曳生姿、
惊心动魄。

与范玮具有某种共性品质的瓦当，在留
有某种魔幻性叙事之外，还呈现出一种叛逆
性的、粗粝的乃至带有某种“戾气”的叙事特
征。显然，瓦当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具有很
大“可塑性”和巨大艺术空间的“英雄”。瓦当
在烟台，我们见面也是不多。在刘玉栋所言的

“一起吹吹牛”的聊天中，我发现瓦当是很英
俊的、温文尔雅的帅哥，这似乎与他的粗粝叙
事有着较大距离。我渐渐了解到瓦当不仅在
叙事质地上有着自己的追求，而且在今后的
文学创作道路、文学理念的思考都有着自己
的理解和追求。最早阅读瓦当的作品是他的
长篇小说《到世界上去》，感觉作品有很强的
先锋性，无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叙事情节颇有
余华先锋小说的味道，但是在叙述的圆润和
技巧方面又稍欠火候。

瓦当小说创作自有过人之处，那就是对
生活的毫不留情的剥离，显现出生活与人性
深处的酷烈，尤其是在性叙述方面，特别“凶
猛”。瓦当最新作品《北京果脯》则展现了作家
描绘时代经验、精神气象的巨大雄心和深刻
观察。

宗利华身体壮硕，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
线，是有着齐鲁文化温柔敦厚传统的“英雄”。
宗利华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香树街”的有着
氤氲人间烟火气、复杂情感纠葛和丰富精神
意蕴的文学王国。宗利华近期作品《师生图》
继续延展着这一脉精神气象。宗利华《天蝎
座》《天秤座》与早前的《水瓶座》等作品建构
了一个新的文学星相系列，思想犀利，语言精

炼，呈现出作者多元的精神追求。
柏祥伟高高的身材，红褐色的脸膛，显现

出一位基层作家的质朴与诚恳。柏祥伟面对
低劣的生活条件不向命运屈服，写出了一篇
篇优秀艺术作品，是从底层中走出来的“英
雄”。柏祥伟的作品几次被《新华文摘》全文转
载，显现出较高的文学实力。他最近的作品

《火烧》则呈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风情，体现
了作家对文学、地域文化、民间民俗的新思考
与新追求。

凌可新是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学员,是
成名较早的新鲁军“英雄”。凌可新的文学创
作近几年来呈现更为成熟的状态，尤其是《赶
贼记》《暗器》《夜色嘹亮》等关于乡土人物形
象系列作品。小说《暗器》涉及到了当下乡村
留守妇女的问题，讲述了光棍王作开以谣传
的“暗器”为武器来要挟村庄众多女性发生不
正当性关系，最后被村里女性乱棒打死的故
事，近似黑色幽默。小说名为“暗器”，实则隐
喻了一个时代精神深处的“暗疾”。

面庞黝黑的刘克中，是一位多产的有着
强烈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气质的签约作家。
他的《目标战》等一些作品被拍成热播的影视
剧。《英雄地》是刘克中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是这位文学新鲁军“英雄”之于时代精神问题
的深刻观察和独特思考之后所进行的审美书
写，力图为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来自个
体、大地和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和审美镜像。

闵凡利的小说有两类题材。一类是关于
乡村底层小人物系列乡土文学作品，如《张三
讨债记》《人家的小白楼》等；另一类是被誉为

“新禅悟小说”的宗教题材小说。
当然，文学新鲁军，在小说深层精神意蕴

上，在处理时代精神经验和宏大历史主题上，
在长篇小说体式和独特语言风格锤炼上，都
需要向历史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文化传统和
老一代文学鲁军学习。文学新鲁军是新世纪
中国文坛值得期待的文学力量！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
省签约文艺评论家）

文学新鲁军小说家印象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

东美术馆、山东省油画学会、菏泽市文广新
局、曹州书画院承办的“画什么·怎么
画——— 2017山东油画作品展巡回展”（菏泽
站）展览，2月16日至27日在曹州书画院举
办，展出油画作品77件。本次展览是系列巡
展活动的第三站，展览还将赴济宁、泰安、
东营等地进行巡回展览。

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国力说，画什
么、怎么画是贯穿中国油画百年历程的核心

命题，在油画艺术迅速发展并被大众广泛接
受和喜爱的当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这
个命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一位艺术
家能否走在时代前列，能否敢为人先，能否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本次展
览集中展示了近两年来全省各地油画家的思
想主题突出、艺术水平较高的新创力作，反

映、讴歌时代新风，传播社会正能量。
“画什么·怎么画——— 2016山东油画作

品展”首展于2016年10月18日至11月13日在
山东美术馆举办，展览共展出油画作品291
件，包括经初评、复评严格评选出的作品
120件、省内外特邀艺术家作品171件。展览
展出期间，观众反响强烈，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效果。
巡展活动于2016年12月3日在烟台启动，

将先后赴烟台、青岛、菏泽、济宁、泰安、
东营等多个城市展出。巡展的举办，将进一
步发挥山东省油画学会、山东美术馆对山东
省油画创作、研究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推
动、提高我省美术创作水平。

2017山东油画作品展巡回展菏泽站展览举办

□陈彬 报道
2月17日，在博兴县湖滨镇鲁崔村，来自滨州市吕剧

团的演员正在为农民观众表演吕剧《墙头记》。这是由滨
州市政府出资购买的一场送戏下乡公益性演出。该市今年
计划购买演出334场，旨在将优秀剧目送到基层，让广大
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图书馆发起，十七市公共图书

馆共同参与的“奎虚图书奖——— 我最喜爱的鲁版书”第二
届评选活动现已启动，将从2016年度全省出版图书中遴
选佳作，荐之于众，以供读者阅读收藏。第二届奎虚图
书奖的评选范围是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以
版权页记载时间为准），山东省内由政府批准成立的出
版机构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中文版图书（教辅教材、再
版书和重印本、挂图、连环画不参加评选，增订本可以参
加评选）。截至目前，经组委会筛选共有50种图书进入评
选。

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期间，公布所有获奖书
目。评选方式为，读者、评审专家个人推荐，对参评图书
进行投票，投票评选途径有媒体评选、到馆读者评选、读
者网上发表书评等多种方式；全省17市公共图书馆及相关
媒体参与初评。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终评工作，对获奖图
书进行评价，最终确定获奖图书。

在奖项设置方面，在优秀图书奖、推荐图书奖两个常
规奖项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特别图书奖。其中，优秀图
书奖和推荐图书奖的评选对象包括人文社科类、科普类和
少儿类（童书）非虚构性的大众读物，侧重于能够传播知
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图书。
特别图书奖授予获奖图书的出版社，评选对象为改革开放
30年以来出版的，在业界影响大，具有开创意义且销量、
口碑俱佳的图书。第二届奎虚图书奖评选，汇集了全省18
家出版社2016年度出版的1180余种初版图书。

据介绍，主办方倡导在省图书馆及各市馆设置鲁版图
书阅读专架的同时，设立线上奎虚图书奖读者互动专区及
相关活动。读者可参与鲁版图书读者写书评抽奖活动，在
线分享入围鲁版图书的阅读书评。奎虚图书奖系列阅读推
广子活动也将陆续推出，引导读者阅读，推荐家庭收藏或
图书馆收藏。下一步，围绕获奖图书举行展览、讲座及访
谈等推广活动，为读者和获奖图书的作者及出版社提供交
流的平台。

由山东省图书馆发起的“奎虚图书奖”，自2016年创
设并成功举办首届，致力于推荐宣传优秀鲁版图书。评选
目标是评选出适宜阅读的、读者喜爱的鲁版图书，从而引
导公众的阅读取向，培养公众的阅读兴趣，吸引公众关注
山东区域出版，推动山东出版向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

50种图书进入

第二届奎虚图书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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