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0720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韩伟杰 组版：王晨 校对：王洪磊

著名学者钱文忠做客汶上太子灵踪文化节名家讲坛

发展文化，目的和手段不能混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长春 张伟光

谈发展>>

经济是手段，文化本身是目的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
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传统
文化的建设和传承方面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经
济在任何层面都是手段，不
是目的。而历史文化才是目
的所在。”在钱文忠看来，改
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
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提到意
识层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出
现了深层次的瓶颈，“目的
与手段我们明显搞混了，所
以现在调查的时候，人民的

幸福感并不高。”钱文忠表
示，幸福感如何提高，很大
程度上是源于文化、文明，
以及传统延续的支撑上。

长期以来，“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成为了国内不少
地区主打的方式。钱文忠
说，这种模式存在巨大的缺
陷，将他所说的手段和目的
完全混乱不明朗。“然而宝
相寺外观的庄严，景区内的
有条不紊，都说明了汶上从
一开始，旅游路线就走的十

分正确，十分灵活。”钱文忠
称，能做到这样，非常的难
得。这也说明，汶上的文化
产业，真正是以弘扬文化为
目标的。

综合汶上地区所汇集
的儒家、佛家、运河文化，钱
文忠建议汶上可以将本土
巨大的经济发展，与儒家、
佛家、运河文化完美的结合
起来，相互推进，从而做到
经济为手段，文化发展为目
的的合二为一。

谈汶上>>

让儒家和佛教文化相得益彰

从1994年佛牙舍利在
太子灵踪塔下被发掘出来，
距今已经过去19个年头。汶
上县围绕着佛家文化也做
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宝相寺
景区的建设。钱文忠认为这
实属难得，“汶上所在的地
理位置非常特殊，可以说是
处在齐鲁大地儒家文化的
一个核心地带。”

然而随着宝相寺景区
的不断建设，在汶上，佛教
文化似乎已经开始呈现出
盖过孔子任中都宰时所遗
留下的文化历史。因此对于
已经举办了10届的太子灵
踪文化节而言，钱文忠建议
可以适时的举办一些孔子

任中都宰的纪念活动。“这
样可以使儒家文化与佛家
文化相得益彰，让游客有更
多的机会亲眼看见、参与到
当中来。”钱文忠称，应该围
绕着孔子渐渐地推进古中
都的建设。

“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
书院，让汶上民众、游客，可
以在这些书院当中亲耳聆
听孔子的教诲，或者是历史
遗留下的解说和记载。”钱
文忠认为这可以让游客在
汶上驻足两三天，更加有意
义。

汶上南旺分水龙王庙
作 为 大 运 河 上 的 重 要 枢
纽，也蕴含了汶上地区非

常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
然而在钱文忠看来，直到
今 天 都 尚 未 得 到 足 够 的
重视。“即便是梁山水浒
文化，其实也都或多或少
的浮现在了运河两岸。”
钱 文 忠 甚 至 提 到 他 的 老
师季羡林酷爱养猫，其中
著 名 的 纯 种 波 斯 猫 也 生
产 于 汶 上 至 临 清 一 线 的
运河地带，而非传统意识
中的伊朗。

对此钱文忠也特意查
阅了汶上县志，发现一直到
清朝末年，南旺运河枢纽周
边仍然有大量的运河文化
建筑，存在着大量的运河文
化积聚。

因为钱
文忠的老师季

羡林先生是山
东临清人，所以

讲座一开始，钱文
忠先表达了自己对

山东的感情，“我与
山东还是很有渊源的，

因为我师从季先生，所
以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来

到山东这片土地。”
时间紧张，钱文忠到达

汶上的时候已经是24日晚
上。到了25日早上才有机会

围着太子灵踪塔走一圈。
“我感到很惊讶，对于一座
宋代的佛塔，按照一般政府
的开发方式，估计要把它
圈起来，完全封闭起来。
然而太子灵踪塔却没有，
来这里烧香拜佛、祈祷的
善男信女、游客，都可以靠
近塔身，这一点恐怕在全国
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罕
见的。”

虽然是第一次来汶上，
但钱文忠却对这里很是了
解。对于精通中国历史的他

而言，在中国历史文化当
中，汶上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民国年间汶上有1000
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且在
山东有‘一滕二曹三汶上’
的说法。”

佛牙舍利的发掘、孔子
曾任中都宰、南旺大运河枢
纽，在钱文忠看来，这些历
史文化资源都有明文记载，
且来历明确，“这些都是没
有争议的主流文化，它与那
些以传说为噱头的历史文
化所不同。”

25日，著名学者钱文忠做客汶上县太

子灵踪文化节名家讲坛，带来了题为《中都

之魂：汶上的传统文化资源》的讲座。钱文

忠不仅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传统

历史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进行了分

析，同时也对汶上县未来的文化旅游给予

展望与建议。钱文忠认为，发展历史文化，

目的和手段不能混，经济只是手段，历史文

化本身才是目的。

谈此行>>

怀感恩之心来到山东

著名学者钱文忠在做讲座。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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