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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座书院的目光为什么对准乡村，要
开展乡村儒学建设？

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记得在尼山圣源书
院创立的酝酿阶段，谈起在泗水建立书院的设
想，一位教授曾悲观预言：你们在那里建书院，
当地百姓会将你们的房子揭得片瓦不剩。

如何才能让百姓接纳这所书院，怎样让老百
姓爱护这所书院？只有服务地方，服务百姓，百
姓才能认可这所书院。

另外，书院的重要功能就是教化。书院教化
有两种，一是对书院生员进行教化，二是对书院
所在地的百姓进行教化。荀子有言“儒者在朝则
美政，在野则美俗”。美俗就是化民成俗，改良
社会风气。

记者：什么触发你们走进乡村，开设一个开
放性的儒学讲堂？

赵法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我们这些义
务讲师里，不少人老家就是农村，心里有乡土情
结。农村是儒家文化的根，农村不稳，社会谈不
上和谐。我们很牵挂农村，书院给我们提供了条
件，让我们能在阡陌交错、鸡犬相鸣的乡野讲
课。农村是个开放性的社区，讲学也是开放性
的，大门敞开，谁都可以来。

现在社会的进步，不单单是靠物质来推动的。
就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普遍遭到
破坏。山东民风比较纯朴，农民的转变会更快。

颜炳罡：书院同仁是群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
的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道德化身，能为孔
子打工，何其幸也。孔子作为平民教育家，他办的
学校向全社会开放，故曰“有教无类”。

学者们义无返顾投入乡村儒学建设之中，我
将之归结为孔子的召唤，明代泰州学派学人的感
染。我认为，儒学不是少数哲学家、历史学家书
斋里的文化奢侈品，而是民众生活的向导，儒学
只有化为民众的日常生活规范、行为规范才能发
挥其应有作用。

记者：在乡村义务讲学，不取报酬，不问名利，
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行动。

陈洪夫(泗水县教育局原局长)：其实，这是
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行动。你看今天的农村，既远
离现代文明，自己好的传统文化也丢失了，上不接
天下不接地，就吊在半空。农村的纲常伦理被破坏
得很严重，以前农村里哪里有打骂父母的，反观
现在，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我们这些老骨头，就想实实在在地做成这件
事，改变农村“礼崩乐坏”的文化现状。

赵法生：更为严峻的情势是，儒学传统的根
基断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
做重建乡村儒学的工作，下一代人更不会去做。
儒学也许就真的成了绝学。

记者：乡村儒学讲堂的师资队伍是如何构成
的？

颜炳罡：乡村儒学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
问题。培养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儒学师资
是对乡村儒学的最大考验。下一步，我们将努力
使师资在地化即本土化，在听课的积极分子之中
发现讲师，培养他们，让他们去讲，这样乡村儒
学才能持续下去。

记者：书院让学者直接面对农民，打破了原
有教育模式。但靠义务、慈善来维系，怎样让这
种教育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陈洪夫：书院没有编制，是一个松散的学习
组织。至于如何保持生命力，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地发展我们的教员。泗水县老年大学很多有才华
的人我们招募过来进行培训，接下来我们还将进
一步发展书院的队伍，吸引有志人才和农村人才。
将乡村儒学做成一个常态化的工程，不是一两年
的事，要有长远的规划。

赵法生：体制外办学并没有受到阻碍，反而
给予了很大支持。比如省财政和市财政都有支持，
当地的政府也作了很多工作。

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给村民分组等具体可行
的方法，使乡村儒学教育成为更具群众性的、更
为常态化的学习形式。

记者：怎样把乡村儒学试验发展成一项可以
长期运转的公益事业，形成一种可以在全国推广
的模式？

颜炳罡：这正是我们书院在考虑的问题。乡
村儒学建设从无到有，从不为人知到渐有声闻，
一路走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经验
供我们参考。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想摸索出一套
经验，形成模式，以供有志于中华文化弘扬的人
士参考。形成模式，这几个环节，不可或缺：
1、一支有献身文化理想的志愿宣讲队伍；2、编
写一套相对完整乡村儒学教材；3、一个行政村
有一个讲学点，或称“孔学堂”；4、有一个乡
村儒学建设基金。当然，以上愿望的实现离不开
各级领导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真诚希
望，一切关心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人士关心乡村
儒学建设，支持乡村儒学建设。

儒者在野则美俗

——— 对话书院学者

□ 吕光社 卞文超 耿凯丽

6月14日，泗水县圣水峪镇，线条柔缓的
山丘被淡青色晨雾笼罩，夫子洞近旁的村庄正
在苏醒。

早上七点半，北东野村的大喇叭响起来：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57岁的
金凤菊在广播声中打开家门。从一年多前开
始，每隔一周，到紧邻的尼山圣源书院听老师
们讲礼仪、说故事，已成为这个村庄新的风俗。

相距不到10公里的小官庄村，村支书汤金
金开着车，去南边小河庄借椅子。在他眼里，
今天是个隆重的日子——— 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到
村子里讲课，村史上前所未有。之前几次试
讲，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来听讲的村民太多，
本村的椅子不够用，得去邻村借上四五十把。

与此同时，十多名志愿者正在奔往尼山圣
源书院的最后一小段路途中。

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北京，有的从广东、
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而来。早8点，深居乡野
的尼山圣源书院热闹起来。东侧设施简单的教
师房里，沙发座椅被坐满。有人称这里为“聚
义厅”——— 每月两次，这些义务讲师集合起
来，从尼山圣源书院出发，走向附近的六个村
庄两个学校。

他们不要报酬，自出资金，与村民面对
面，传递传统道德的教化力量。一场乡村儒学
建设试验正在孔子的出生地展开。

失落的圣人之乡

从尼山圣源书院去往小官庄，车子在田间
土路颠簸。

途中一堆沙土挡住了整条村路，赵法生从
车上下来，招呼路边一位村民，借来一把铁
锨，娴熟地挥动起来。不到一分钟，他很快铲
出一条通路。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乡村
儒学建设试验中，他正是一名开路先锋。

2012年底，赵法生接任尼山圣源书院秘书
长。晚上在书院居住，村庄的鸡叫狗叫声声入
耳，整个书院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

书院与村庄，鸡犬相闻，阡陌相连，这让
赵法生感到亲切。老家在山东青州农村，赵法
生记忆中的农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穷。读中
学时，常有儿时同窗退学，上街要饭。而今回
到农村老家看看，物质生活丰富了，但道德问
题却凸显出来——— 乡村礼仪规范不见了，传统
道德温情不在了。

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来自临沂市罗庄区
与兰陵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他记忆中的农
村绿树成荫，清水环绕。如今却是绿树犹在，高
速环绕了。以前那种“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
相扶持而百姓亲睦”的村风，令他无限眷恋。

今天的村庄怎么样？
尼山圣源书院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

百米，被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家庄等村庄
天然环抱。在孔子出生地调查乡村文明现状，
结果触目惊心。

赵法生和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等人一起，
走进夫子洞周围村庄，来来回回数十次。他们
发现，乡亲提到孔子，口里挂着的仍然是“孔
老二”，许多老人甚至心有余悸。“文革”期
间，这里是批孔运动的重灾区，夫子洞村一度
被勒令改名。

夫子洞村88岁的冯大爷，记得尼山孔子家
庙中巨大孔子铜像被砸毁的情形。当年尼山顶
上有5棵两千余年的柏树，排成一个凤凰的模
样，当地人称“五老凤”。夫子洞前原有24棵
千年松柏，山坡上也布满了几个人才能搂过来
的古树，统统于大炼钢铁后被砍伐一光。

圣人训，百善孝为先。但走进圣人故里，
村里不少老人住的房子却是最差的，被称为老
人房。即便有人家中富裕，也不愿意给自己的
老父老母缴纳每年几十块钱的新农合。

“今天，孔子如果活了，看到眼前的景象，会
非常感慨。”在一位82岁残障老汉家中，赵法生
等人看到黑得发亮的墙壁，心情十分沉重。

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更是儒学传统的
根。原本中国乡村形成的以乡绅、家谱、家
训、宗祠、宗法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生态系
统和组织载体，经过“文革”的冲击和市场经
济的涤荡，今已身如飘萍。

在一片历史的废墟中，乡村文明如何重
建？一群学者聚集起来，决心从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开始探索。

开放的乡村儒学讲堂

没有发起人，没有形成什么决定，更没有
隆重的开张仪式。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
罡说，这些学者们走到一起，从事乡村儒学建

设，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
北东野村和尼山圣源书院紧邻，这里的乡

村儒学讲堂开课，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
6月14日上午8点半，离上课还有一个小

时，书院二楼的乡村儒学讲堂陆续来了不少村
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坐着轮椅的，抱着
婴孩的，热热闹闹，济济一堂。9点半正式开
课时，近百人坐满了整个讲堂。

上课前，陈洪夫开场介绍：“今天来讲课
的汤笑老师，是苏州大学退休教师，他将告诉
大家如何教育子女。下面，先请这位小朋友来
跟大家说‘起立’。”

12岁的庞玉芝大方走上前来，面向孔子
像，用普通话说：“请大家轻声起立，向至圣先师
孔子行鞠躬礼。”大家随小女孩一起双手相拱，
面向孔子像行鞠躬礼。小女孩又道：“请大家轻
声坐下。”众人落座听课。

经过一年多手把手的演示，村民集体向孔
子像行礼，整个过程显得庄重而自然。

陈洪夫曾任泗水县教育局局长，人称泗水
“小夫子”。他负责安排乡村儒学讲堂的时
间、场地和讲师们的行程，让学者与村民的对
话落地。这次来讲课的汤笑老师，是陈洪夫的
老朋友。陈洪夫听说他要到泰安讲课，便邀请
他给家乡父老免费讲上一堂，汤笑欣然同意。

陈洪夫说，以书院为平台，让学者直通乡
村，可谓“蓄谋已久”。扎根乡土，服务乡
亲，是尼山圣源书院创办之初就有的想法。

重建乡村儒学，学者们从孝道入手。2013
年1月16日，第一堂课在尼山圣源书院二楼开
讲，公开面向北东野村村民，来听课者完全出
于自愿。北东野村有320多户居民，1100多人
口，是个大村。村支书庞德海快人快语，最开
始，他不相信村民能教好：

“村子里不孝打老人的、骂街的、乱扔垃
圾的、偷东西的常有。村民们不少只有小学文
化，他们那思想，就像个大石头、大冰块，撬
不动，化不开！老师们来讲课是好事，但他们
没吃过肉包子，哪知道肉包子香！”

虽然有几分怀疑，开始讲课前，庞德海一
早就在大喇叭里喊。

在书院里等待的赵法生、陈洪夫、金英涛等
人，心中没有把握，多少人能来听课？未成想，会
议室很快坐满了村民。孝顺的村民来了，不是特
别孝顺的，抱着孩子也来了——— 无论如何，他们
真心希望，孩子长大了能够孝顺自己。

孔子的教诲发自人心、合乎人性，儒家文
化的生命力正潜藏此中。赵法生讲课不端架
子，热情澎湃，他站在村民中间，从古讲到
今，从远讲到近，结合身边事，把传统道德的
养分重新灌入村民心田。他给来听课的孩子
们，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每天要帮助长辈做
一件事，搬搬凳子，叠叠被子，或者倒一杯
水。讲到《弟子规》中的“入则孝”时，好几
位老人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掉下泪来，有的回
家后还在哭……

开放的乡村讲堂，吸引了大人、小孩儿、
老人同堂聆听，每次都能聚集百人左右。日常
生活一点一滴，一举一动的变化，影响着山乡
人家。61岁的冯会荣说，专家的课她一堂也没
落下。听听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孝顺父母，全
家人都受益。她说，现在吃饭时，如果她还在
外面干活，才两岁的外甥女会说：等等姥姥一

块吃！老太太咯咯直笑。
为了丰富课堂，赵法生自编教材，自掏腰

包，印了2000本《弟子规》，随后，圣水峪镇
政府又出资加印了一万本。乡村儒学课堂陆续
向村民们讲授了《论语》、《弟子规》、《孝
经》等文化经典，每月两次授课，农忙时也有
间隔，至今已经讲了28次课。

6月14日，34岁的庞玉海和女儿一起来听
课，他听得非常用心，但女儿有些淘气，在课
堂上随意走动，他一把拉过女儿，将她强按在座
位上。正在授课的汤笑老师看到后，对他说：“教
育孩子要有耐心，不要这么粗暴啊。”

汤笑用泗水话讲课，家庭教育要爱而不
溺、言正行端、内紧外松、富门寒养……原本
文绉绉的词，经他结合事例一说，格外生动。
庞玉海有些不好意思，将女儿抱在怀中，爷俩
一直听到下课。

村里看得见的变化

乡村儒学建设试验最初在北东野村一个点
展开。圣水峪镇的80后乡镇干部颜磊，一直参
与着乡村儒学课堂的组织联络。她很快发现，
来听课的不仅有邻村的村民，甚至还有人专程
从泗水县城赶了过来。

今年2月22日，小官庄的村支书汤金金带
着十几个村民，一起去北东野村的儒学讲堂听
课。同去的朱敏听完后，激动不已。她今年36
岁，丈夫在青岛船厂打工，自己在家带着两个
孩子。回到小官庄，她马上打电话给圣水峪镇
领导干部，问：为什么俺村不能也建个讲堂，
把教授也请到俺村里来？孩儿他爹出门前，嘱
咐她在家要让两个孩子学好。

4月份，一间新的平房就在她家对面的村
活动中心盖起来了。

汤金金对在本村建乡村儒学讲堂这件事很
积极。为了快点建好讲堂，他自己垫付了建筑
材料款。他说：“建一个儒学讲堂，这比修个
桥、修个路，更是民心工程。”原本在电视上、大
学里才能见到的专家学者，如今就出现在村头
的活动中心。这在小官庄村引起了很大震动。

6月13日夜，汤金金跑到书院，要请第二
天来村讲课的老师吃饭。问他为什么，他说，
讲了还不到三个月时间，村里已经有了变
化——— 原来互不搭理的邻居，一起上过课之后
互相说话了；大人教育小孩，不再张口就骂脏
字了；就连村委到户里去调解矛盾，工作都比
以前更好开展了。

如果传统文化是一股清泉，以尼山圣源书
院为泉眼，汩汩清流正在干涸已久的山乡漾
开。从最初的一个点，到三个村子，再到今天
六个村子两个学校共八个试点，乡村儒学讲堂
的影响在扩大。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张颖欣，受父亲
的影响走进乡村儒学讲堂。她不想只是坐在书
斋里写写文章，她要走进村庄，实打实地做点
事。

6月14日上午10点，她来到小城村小学。看
到张老师的车开过来，人们纷纷站起身，随着
车来到校园内。原定讲课的教室有点小，于是一
百多号人搬着凳子，聚到操场上听讲。

孔为峰是曲阜市实验小学德育主任，因是
孔子后人，他对于乡村儒学建设多了一份热

情，每每从曲阜自驾赶来上课，油费都是自掏
腰包。在椿树沟村，他正讲到“亲有疾，药先
尝，昼夜侍，不离床”，在座的一位妇女忽然
痛哭起来。她嫁到这个村后，很久没见到自己
的爹妈，想起他们潸然泪下。

因为乡村儒学建设走到一起的学者，不为
名利，各施所长。《幸福》杂志资深编辑王连
启和赵法生是30多年的朋友，他提到，而今中
国农村的自杀率高得惊人，中年妇女上要侍奉
老人，下要照顾子女，有的还要下地干活或外
出打工，生活压力重大，她们当中喝药自杀的
特别多。在乡村儒学讲堂上，王连启和村民面
对面谈心理保健的重要，他庆幸找到了这样一
条学以致用的通路。

村民们聆听着学者带来的“金声玉振”，
学者们也被眼前景象所感动。一次颜炳罡讲孝
道礼节，一位80多岁的老人本来坐在第一排，
越听越激动，竟起身坐到第一排的前面，过了
一会儿，又直接走向讲台。颜炳罡说，老人
家，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讲出来吧。老人答：
你讲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今天，能听到这
些道理，我很满足，很感激。

颜炳罡曾邀请台湾佛光大学教授谢大宁同
往乡村儒学讲堂。这位著名学者看到扶老携
幼、妇孺同堂听课的场景，十分激动。“一村
既毕，又至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
也。”他仿佛看到了明朝儒学讲会的盛况，看
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情景的重新浮现。

为往圣者继绝学

上完课，义务讲师们回到书院吃午餐。四
个素菜一个荤菜，外加一盆玉米粥，简单的午
餐期间，各位志愿者交流着在乡村授课的体
会。除了专家学者，还有泗水县老年大学的表
演队、山东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县和乡镇的公
务员，他们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付出劳动不
额外取分文。

餐后，记者遇见了在书院闲庭信步的王殿
卿。他是当今中华美德教育专家，也是尼山圣
源书院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我有一个心愿，在孔夫子的故乡能恢复
原来好的传统，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能遵循孔
子倡导的传统礼仪。”王殿卿说。

“儒学在乡村绝了这么久，我觉得就从这
儿开始吧。”王殿卿指了指脚下。“我很欣慰的
是，我们书院的学者能塌下心来，弯下身子，实
实在在地为传播儒学、传承传统文化尽力。”

他顿了一顿：“当今，能把根扎到农村的学
者太稀缺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应走的路。”

有一个场面让这些志愿者们难忘——— 在最
早开始乡村儒学试验的北东野村，学习《弟子
规》半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绩，组织过一场
村民背诵比赛。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
年组，参加者从4岁的孩童到85岁的老人皆
有。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
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
来他们两个多次前来听讲，早已将《弟子规》
全文背过了。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
起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
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使得
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发生了一个意
外插曲。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结
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
字重复。活动结束之后，村民们不干了，纷纷质
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并要求将奖品收回。

原来，这两位重名的大娘，一位确实是孝
道模范，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代表。后者不
但不赡养公婆，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
来送殡，在村里“知名度”很高。学者们经过
商量，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希望这个
错发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敲开一个曾经不孝
的心灵。

经过一年半的试验，北东野村的村风民风
明显改善。

村支书庞德海看到，以前有打架骂街的，
现在没有了，不孝敬老人的人变少了，因为不
孝会被别人笑话。“秋里忙”（挖别人家地
瓜、花生）现象，在村里看不到了。

“村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大石头，但是国
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撬它，我们书院的乡村儒
学建设也在撬它。现在，大石头开始被慢慢撬
动了！”庞德海说，教育人是一个慢工细活
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专家们讲完课，走了
之后，村民们一言一行真的发生了变化。他们
虽然还说不清什么叫价值观，但有种感觉，传
统的味儿回来了，人心变暖了。

在尼山圣源书院，一群学者走进乡村义务讲学。他们不要报酬，自出经费，与村民面对面，传递传统道

德的教化力量。一场乡村儒学建设试验正在孔子的出生地展开。如果传统文化是一股清泉，以尼山圣源书院

为泉眼，汩汩甘泉正在干涸已久的山乡漾开。

一群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人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耿凯丽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摄影/吕光社
金庄镇辛庄村74岁农民李怀顺，专程赶了20公里路到乡村儒学讲堂听讲，并给赵法生(左)

等学者赠诗。

已故英女王城堡
对外出租

英国已故伊丽莎白王
太后所属的梅伊堡现提供
出租业务，支付5万英镑
(约合52万人民币)，就可以
在那里度过一个惬意周
末。图为已故英女王伊丽
莎白和梅伊堡。

朝鲜庆祝“毛泽东班”
命名55周年

1950年11月2日，北京
五中初二 (甲 )班被命名为
“金日成班”。朝鲜也于
1959年6月17日成立了“毛
泽东班”。图为朝鲜庆祝
“毛泽东班”命名55周年。

武汉高三学生
自筹十万办毕业晚会

6月17日，武汉外国
语学校500余名高三毕业
生自筹资金近十万元举办
晚会，身穿西装旗袍的男
女生们走红地毯，庆祝高
中毕业。

印度妇女参加枪械训练
增强自我防御能力

印度2万多妇女参加为期
五天的枪械训练。此次训练
由古吉拉特邦政府、警方及
步枪训练俱乐部联合组织目
的是增强女性自我防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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