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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岁的小女孩孙筱棠创作

的画《妈妈的包包》，获得了“美丽中国·
我的梦——— 山东省首届幼儿创意绘画展”
的铜奖。6月27日，她高高兴兴地跟着妈妈
到山东美术馆参加这个画展的开幕式，并
在自己的作品前留影。

这个展览由山东美术馆、山东省学前
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明天出版社《幼儿
园》杂志共同主办。展览以“美丽中国·我
的梦”为主题，汇集了全省近300家幼儿园
的孩子们创作的绘画作品。其中，共收到
投稿作品11122件，最终评选出金奖10名、

银奖20名、铜奖30名、优秀奖100名。
孙筱棠的妈妈说：“我认为画画对开

发孩子的智力、拓展想像力都很有帮助。
每个孩子对外部世界、对接触到的人，都
有自己的独特认知，通过画画，能直接作
出个性化、创造性的表达。”

同样是5岁的徐晓倩创作的作品取名
《小猪哭了》，她介绍说：“一共三只小
猪，哭了是因为他们不高兴了。”李佳妮
创作的作品叫《我爱你，地球妈妈》，画
面上的地球，看上去更像一张可爱的脸，
不同色彩的陆地、海洋、山川、湖泊等，
形成地球的表情。更奇妙的是地球的周

围，还围绕着机器猫、扎辫子的小姑娘、
卫星、楼房等，这些都靠一个“吸盘”与
地球连接在一起。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充
满乐趣的“地球”，正是孩子心目中地球
的样子。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王建国说：“幼儿
的世界充满着无穷的想像与美好的遐想，
美术创作最能充分反应这个特点。”据介
绍，展出的这些儿童创意绘画作品，代表
了目前我省幼儿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画
面展示了孩子们看到的、想到的、梦想中
的童真世界，对色彩的大胆运用更是展现
出孩子们性格中最活泼、阳光的一面。

孩子们眼里有一个奇妙的美好世界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一提邹城，大家会顺口说出邹鲁文化、邹
鲁文明。然细究起“邹鲁”这个概念来，又大多
语焉不详，难解其“所以然”。

日前，在邹城举办的“孟子思想与邹鲁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对“邹鲁”进行了详细解读，他们建议邹城
要充分发挥城市的文化底蕴，重视对邹鲁文
化的活态传承，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突围”。

邹鲁滨洙泗，有周公遗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说，“邹鲁”
并 称是从 庄 子 开始的 ，《 庄 子·天下》篇

“《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
先生多能明之”，首先提到“邹鲁”。至汉代，
已经变成一个稳定的词汇，《史记》多次提
到，譬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邹鲁滨洙
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后世遂
延续下来。

至于为何称“邹鲁”，且“邹”在“鲁”前，学
者们则有不同解释。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教授认为，“‘邹’放在‘鲁’的前面，我认为就
是因为孟子的影响太大了。大家看《孟子·滕
文公》里面就说到，孟子在齐国的时候，‘后车
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有几十
辆车，几百个人跟着，浩浩荡荡，那是多么壮
观，可见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力。”

龚鹏程则持不同意见。他说，从史料记载
看，还是‘鲁’影响了‘邹’。邹鲁文化主要体

现着民风淳厚、礼乐兴盛，而从文化起源上
探讨，二者其实还是沿袭不同的文化，也就
是说鲁与邹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至春秋时
期还是泾渭分明。后来大家提到邹鲁文化，
主要还是指儒家的孔孟之学。

杨朝明也表示，邹鲁文化说到底是一种
道德文化。“邹鲁文化之所以名扬天下，其实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品格，即其修身学说。
邹鲁文化的可贵品质就在于思考人，思考人
性，思考人的价值。”

天下邹鲁，一脉相传

如今，但凡文明昌达、社会安定之区，都
争以“邹鲁”自誉。

龚鹏程说，所谓“国成陶唐，家成邹
鲁”，陶唐指尧舜时代，当时每家每户都传
承经学，知书识礼，这在当时还只用来指地
理意义上的“邹鲁”之地。再后来，“邹
鲁”影响不断扩大，使用也越来越广，后代
凡是想要继承圣人之教，传承儒家之学，来
美化其风俗之地，皆以“邹鲁”为楷模，以
“邹鲁”为期许。从时间上看，自南北朝以
至明清，从地域上看，在两广两浙两江及福
建等地，很多地方都可见到“邹鲁”之称。
比如“海滨邹鲁”、“江南邹鲁”，“邹
鲁”含义早已经远远超越了特定地域的范
围。

龚鹏程特别提到，就连我国台湾的金门
岛，因为当地人相信宋代大儒朱熹曾前往讲
学，因此也自称“海滨邹鲁”。如今，金门

航空站候机厅门前的一处影壁上，最显眼的
就是上面书写的“海滨邹鲁”四个大字。

龚鹏程说：“全国目前自认为传承邹鲁文
化的城市还有23个，古代更多，所以邹鲁作为
一个文化象征，实际在传统上得到广泛认
同。”

杨朝明表示，后世包括典籍里面有关“邹
鲁”的记载，已经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符号，
其实就是道德风范和文教兴制。“我们到韩国
安东考察访问，其间专门去过大儒李退溪创
办的陶山书院，在那里还见到‘海东邹鲁’的
匾额。”

天下邹鲁，一脉相传。为了更好地传承邹
鲁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邹城市搭建起一个邹鲁文化城市交流的新平
台。今年4月份，邹城市主办“首届邹鲁文化城
市座谈会”，来自全国23座邹鲁文化城市的嘉
宾代表，以及80余位研究邹鲁文化的专家学
者，齐聚邹城，寻根问源、共话发展。这些城市
还联合发表了《邹鲁文化城市宣言》，并且共
同植下了一片“邹鲁文化友谊林”，表达了对
传播弘扬邹鲁文化的美好祝愿。

让记录在古籍上的思想活起来

邹城市委副书记赵勇表示，主办邹鲁文
化城市座谈会、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活动，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学
术研究的同时，让邹鲁文化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
挥更大作用。

就如何传承弘扬邹鲁文化，龚鹏程认为，
拿邹城来说，这里是邹鲁文化的重要发源
地，现在又用邹鲁文化作为文化符号，助推
区域发展，“具体做法是要立足于经学、礼
学研究，并使其活态化，融合于生活、风
俗之中。也就是说，让邹鲁文化成为活的
传统，而不是死的古迹古学，或与现实生
活不相干的陈年旧事；也不是仅存于书斋
中的理论。否则，与现实生活不相干，也
谈不上‘发展’。所以，对邹鲁而言，发
展儒学及建设社会礼俗之美，是它最大的
资源。”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孟
子研究院院长王志民教授说，继承和弘扬邹
鲁文化，吸收邹鲁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传
承邹鲁文化的核心思想和精神灵魂，“对最
终凝聚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
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推动作
用。”

邹城市委书记张胜明说，邹城成立孟
子研究院，推进儒家思想传承创新；开展
“邹鲁文化探源”工程，深入挖掘整理邹
鲁文化；实施孟子文化遗产地保护利用工
程，加快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全力打
造“邹东深呼吸”乡村游和“孟子故里修
学游”等旅游品牌，“我们采取的这些举
措，正是为了让邹鲁文化的传承活起来。
我们将继续挖掘邹鲁文化深厚底蕴，不断
扩大邹鲁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突围’
战略的顺利实施。”

立足于经学、礼学研究，并使其活态化

让邹鲁文化融合于生活习俗之中

□ 刘玉堂

(上)

一看题目，你觉得有点像一副对联的上
联是吗？对了，它确实就是在下虚拟的一副对
联的上联。下联很好对，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
对法。柏杨先生有一年在自家门上贴了一副
自写的对联，上联是“咦，啥子地方炮响；”下
联曰：“噢，原来有人过年。”以此形式对可以，
用老旧的办法对也行，比方“时下富婆坑老
农”、“如今靓女傍大款”等，都说得过去。

但我不说下联的事，还是说上联。
少时看黄梅戏的电影《天仙配》，除了

觉得调子好听、画面很美之外，作为穷人家
的孩子，还能得到某种心灵或情感上的慰藉
与满足。你看啊，七仙女，乃人中之人、美女中
之美女，用现在的话说是美女之最，美女之代
名词——— 你长得再美，也只能跟天仙似的，而
不是她本人。重要的是该仙女不仅外貌美，心
灵尤其美，是至善至美，没有任何缺点，既不
又馋又懒，更不自视清高而又说三句话以上
便露出浅薄相及小家子气。就是这样一个十
全十美的人儿，她在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不
找公子王孙，也不找秀才、进士或状元之类的
知识分子，更不找时下流行的“官二代”或“富
二代”，偏偏就找了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卖
身为奴的长工——— 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
是连打工崽都不如的，有点故意气富人的味
道，你说咱穷人的心里能不美吗——— 尽管有
点一厢情愿或异想天开。

该仙女傻吗？非也！她小姐高坐云端，
用凤眼将下界瞧了个遍，突然发现世间的一
隅，竟有一个为葬父而卖身的青年人，在那
里凄凄惨惨戚戚，他是多么不幸、可怜啊，
可又是多么憨厚木讷而又健康标致呀！这样
的人儿不是最靠得住的吗？她小姐由同情而
钟情，由爱怜而爱慕，遂唱道：我看他忠厚
老实长得好，身世凄凉惹人怜，他那里忧愁
我这里烦闷，他那里落泪我这里心酸。七女
有心下凡去，又怕父王戒律严。我若不到凡
间去，孤孤单单到何年？！

你或许只会唱“树上的鸟儿”了，而接
下来的“路遇”一场，我认为是全剧最精彩
也最好听的，故容我多引几段。憨厚木讷的
董永一露面，即唱道：含悲忍泪往前走，见
村姑站路口却是为何，她那里用眼来看我，
我哪有心情看娇娥！爹爹在世对我说过，男
女交谈是非多。大路不走走小路，又只见她
在那里把我拦阻，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你

为何耽误穷人工夫？
严凤英的戏来了。她亦娇亦憨，几番拦

阻、几番盘问，董永乃告之：家住丹阳姓董名
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只因爹死无棺木，
卖身为奴葬父亲。满腹忧愁叹不尽，三年长工
受苦情。有劳大姐让我走,你看红日快西沉！

七女为引起他的同病相怜之情，故以虚
假的籍贯表达真实的爱慕：大哥休要泪淋淋，
我有一言奉劝君，你好比杨柳遭霜打，但等春
来又发青。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你我都是苦
根生。我本住在蓬莱村,千里迢迢来投亲。又谁
知亲朋故旧无踪影，天涯冷落叹飘零。只要大
哥不嫌弃,我愿与你……配成婚！

一九六四年，余从广播喇叭里听严凤英教
唱过这一段。她声音甜甜的、软软的，解释在唱
到“我本住在蓬莱村”时为什么要顿一下，乃是
七女现想现编之故也。你就服得要命，不由得便
会感叹，她可不是一般的黄梅戏艺人，而是真正
的艺术家，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从前仙女爱穷人
——— 闲话《天仙配》

家长带着孩子在山东美术馆参观展览。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6月29日晚7时许，薛城区

沿河广场上放映的喜剧影片《愤怒的小孩》
吸引了上千名社区居民前来观看，广场电影
给城乡居民送来了一道丰盛的消夏夜餐。

从1996年夏天起，薛城区启动了“消夏
电影惠民行”活动，每年夏季，集中100天
左右的时间，精心挑选了近百部优秀电影，
同步在城区、农村、学校、敬老院、社区、
军营、工地免费放映。为将这项惠民工程做
好，该区组建了10支电影放映队伍，其中，
农村配备8支队伍，城区2支，投入10万余
元，统一配备购买了电影放映车、放映银幕
和数字放映设备。每天晚上，各放映队奔赴
全区各地巡回展映。

进入6月份以来，该区订购了大量优质
片源。既有老年观众喜爱的《憨憨公子扳倒
爹》、《七品知县卖红薯》等戏剧片，还有
年轻观众喜欢的《大话天仙》、《河东狮吼
Ⅱ》等喜剧片，也有儿童爱看的《熊出
没》、《冰雪奇缘》等动画片。据统计，截
至目前，该区共放映科教片337场次、故事
片1070场次，受惠群众达20余万人。

薛城送文化“夜餐”

给居民消夏

□记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肥城讯 6月26日，肥城籍名家书

画艺术展在肥城书画艺术馆首次展出。29位
肥城籍书画名家，通过近60件精品力作，艺
术地表现家乡风土民情，表达了家乡人民努
力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让前往参观的市
民大饱眼福。

肥城是著名的“中国佛桃之乡”，美誉为
“中国桃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书画
艺术发展繁荣，近现代书画名家辈出。本次书
画展以“中国梦·桃都梦”为主题，汇集了29位
肥城籍书画名家的精心之作，参展作者中，既
有欧阳中石、张华清、李华英、赵青等在书画
领域耕耘多年、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艺术名家，
也有马继忠、张衍海、席路世、阴元炬等当下
最具影响力的知名书画家。

肥城籍名家书画

首次回乡集中展出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孙明国

“这是《大众日报》的创刊号，这是1949年开国大典
的报纸……”6月26日，滨州市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西
齐村的齐岩波告诉记者：“我这十三年收藏了200多万份
老报纸。”

收藏老报纸，齐岩波自己都觉得“有些偶然”。2001
年，他途经河北保定时，遇到一个收废品的人，正拉着一
大车废旧报纸送往废品收购站。看到一张张老报纸上生动
的画面，齐岩波顿时被吸引住了。“特别是看到里面有很
多建国前的报纸，要送到废品站被打成纸浆，我觉得非常
可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这车“废品”被齐岩波以
6000元买了下来。

“这些老报纸简直就是一部活着的史记，咱们国家的大
事儿都在报纸上记着……”通过整理发现，这些老报纸大多
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从中央党报到省市地
方党报种类有100多种，年代最早的还有1921年的。齐岩波
越看越上瘾，对这些报纸进行分类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乐趣。

迷上老报纸后，不管听说哪里有老报纸要处理，还是知
道哪个藏友有稀缺的老报纸，齐岩波都要想办法去看看。当听
说上海有位藏友有一整套1975年至2005年的报纸合订本要出
让时，他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就跟朋友开车去了上海。“为了收
这些老报纸，他就像着了魔似的。”齐岩波的妻子说。

为了用好这些年收藏的老报纸，齐岩波决定走经营的
路子，用商业化的模式“以商养收”。于是，他开始出版
老报纸专题。2008年，他以“解放”为主题收录了312种
号外，结集出版了《解放——— 解放战争报纸号外》；2009
年，在几十种数万份报纸中，他将1949年至2009年发展进
程中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人物及事件进行整理，精选了
360余个版面出版了《历史的记录——— 老报纸珍藏版》；
2010年，他又从各种老报纸上整理出毛主席从1919年到
1 9 7 6年的1 0 0余幅老照片，出版了《毛泽东走过的年
代——— 毛泽东照片选集》。

现在，齐岩波又开始整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标志性大事，准备出版《历史的
记录——— 老报纸珍藏版》第二集。同时，他也在整理部分
老报纸并制作成写真图版，准备到社区、企业和学校去进
行爱国主义专题老报纸展览。“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老报
纸，了解历史，了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发
挥好我这些老报纸的作用。”

齐岩波：13年收藏

２００多万份老报纸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近日，在广饶县陈官乡大集72岁的程延

兴大爷家的小院里，热闹程度丝毫不比大集上逊色。“我
们基本上每天都凑到这里来唱戏、听戏。”说着，51岁的
吕剧迷齐小桃一边哄着一岁多的孙子，一边跟着“台上”
的演员哼唱起来。

程延兴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农家院，没有专业的戏
台，但是唱吕剧用的“专业设备”可是一样都不缺。“这
是扬琴，扬琴价格贵一点；那个是坠琴，是吕剧的主要伴
奏乐器；还有这几把是二胡，那个叫板鼓……”介绍起唱
吕剧用的乐器，程延兴如数家珍。因为对吕剧的热爱，这
些乐器都是程延兴自费购买的，共花费一万多元钱。

“我们从年轻时就喜欢吕剧，还加入了我们乡的花鼓
情艺术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再为生计奔波，年纪
大了没啥事，大家凑在一起唱唱练练，心情好，人也变得
年轻了。”60岁的杜生兰笑着说，“别看我们都是业余
的，但还经常到处演出呢！”

吕剧文化是广饶县的文化品牌。近年来，群众参与文
化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庄户剧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得到大的发展。如今，广饶县农村业余庄户剧团已达80
多个，杜生兰说的花鼓情艺术团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群众
不再满足于只当“观众”，而是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由旁
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变成了“演员”，过足了戏瘾。

“虽然现在政府对吕剧艺术的支持很大，爱好吕剧的
人也很多，但是大多数是老年人。要想把吕剧艺术传承下
去，还得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说起吕剧的传承，这些
“庄户演员”们有着自己的想法。

大家的思考，也正是政府着力破解的问题。近年来，该
县实施了以吕剧创作为重点的文艺精品工程，加强重大题
材创作，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蓬勃生命力和强大
感染力的精品力作。在发展吕剧传承人方面，相关部门也动
了不少脑筋。2013年起，县吕剧艺术中心挑选了一批经验丰
富的国家二级演员与演奏员负责教学，利用假期走进校园，
对小学生们手把手地进行传授，传授内容也包括了吕剧的
起源与传承、吕剧艺术的基本知识和演唱技巧、吕剧优秀传
统剧目推广等，逐步培养学生对吕剧的兴趣。同时，广饶县
还在该县第一实验小学建立了吕剧教育基地，将吕剧列为
学校课程内容，实施系统化教学，使学生掌握吕剧的基本知
识和演唱技巧，真正起到推广普及的作用。

“李氏女在偏房泪如雨洒，思想起俺娘家二老爹妈，
许多的好人家不给择配，将小奴送与了阎王之家……”这
出《小姑贤》大家已经不知道唱了多少遍了，但每次唱起
来大家还是声情并茂。

农家院里的吕剧“演唱会”

□张建锋 报道
本报莒县讯 6月29日，“首届齐鲁莒书画名家文街

行”活动在莒州文街启动。据了解，此次“齐鲁莒书画名
家文街行”活动共展出240余幅书法、绘画作品，“沂蒙
画派”成为主打元素。莒县先后被评为“中国民间书画艺
术之乡”、“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目前，该县国家级
书协、美协会员已达30多人。

书画名家莒县文街行

齐岩波在阅读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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