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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渴望了解传统婚俗
爱情是年轻人感兴趣

的话题。对于开发梁祝文
化，曲师大的学生们有着
独特的眼光。

“我很向往梁祝爱情
文化园，不管怎么说，我们
这个年龄正是追求美好爱
情的时候，那时的梁山伯、
祝英台，应该与我们差不
多大。”文学院的大二学生

杜天很酷爱梁祝文化，他
说，这些看似久远的爱情
故事，更符合时下的爱情
观。

当前，年轻人的爱情
观、爱情模式被西化得很
严重，但中国传统的爱情
模式仍没有被遗忘。随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的
兴起，神秘、繁琐、精致的

传统婚俗不断被开发出来
，比如汉代婚俗、骑马坐轿
等。

如果梁祝爱情文化
园里能展示中国古代婚
俗 演 变 ，我 希 望 我 能 参
与，不论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或 站 在 什 么 样 的 角
度，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
份子。

梁祝文化开发要留住游客
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成积春认为，在济宁，
梁祝文化值得发掘。济宁
遗留下来的风俗、生活习
惯、说唱艺术等，都为梁祝
发源于济宁提供了依据。
济宁的孔孟、水浒、运河等
都名扬海内外。而发掘出
梁祝文化，无疑为济宁的
历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亮
点。

开发梁祝文化，要与

当代人的生活观相结合。
成积春建议，首先要融入
当代爱情观，与当代人的
生活结合起来。只有融入
当代人的生活、爱情、消费
理念，才能持续性地吸引
游客。

留住游客很关键，这
关系这文化开发的成败。
成积春说，当前的文化开
发存在一个通病，文化、旅
游开发，大多停留在一个

较浅的层面，游客无法深
层次地去了解，与时代的
粘合度也不高，让游客走
马观花地去参观。即使游
客来了，也很难留住。

同时还要多运用现代
技术手段，去丰富梁祝爱
情文化。成积春表示，建立
博物馆、投拍影视剧、举办
大型会展，以及打造让当
代人感兴趣的休闲会所，
都不失为好的开发模式。

梁祝爱情文化园即将动工
2006年，梁祝传说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内
多个城市共同申报的。和
其他的申报城市相比，济
宁的梁祝文化在后期的
开发、利用中，显得颇为
不足。

曲师大历史文化学
院 教 师 李 春 玲 介 绍 ，目
前，国内有不少地方在开
发梁祝文化，其中有的已
颇具规模，或处于领先地
位，这都对济宁构成一定
的挑战和压力。

如何增强体验性，是

梁祝文化开发过程中需
要攻克的难关。历史文化
学院教师郝志刚认为，梁
祝传说吸引人的是她的
爱情传说，可在没有讲解
的情况下，游客往往很难
体会。

对于未来的梁祝文
化开发，樊存常有自己的
想法。他表示，整合峄山、
马坡的文化资源，济宁不
妨推出梁祝爱情旅游线
路。

在樊存常的设想中，
梁祝爱情文化旅游线以
邹城峄山—微山马坡—

济宁北湖为一线。其中，梁
祝爱情文化园将于近期动
工，初步规划占地80亩，未
来或将扩建到100亩，今年
年内有望率先完成梁祝墓
碑、梁祝墓祠的建设。

“在我的设想中，梁祝
爱情文化园将建设为‘一
轴两片’。”樊存常说，所谓
的“一轴”，就是以梁祝墓
祠为中心轴，“两片”建设
现代爱情与梁祝爱情两大
文化片区，从而在衔接起
邹城峄山到以打造现代爱
情为主的北湖旅 游 度 假
区。

梁祝开发破冰
夙愿或能实现
文/图 本报记者 汪泷 李岩松

6月22日，峄阳书院，正在举行一场关于梁祝传说的座谈会。作为

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之一，济宁有必要加快梁祝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相

对于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崇尚自由爱情的梁祝文化或许更能吸引年

轻人。2013年，重建梁祝墓祠被提上了日程，这是加快梁祝文化开发的

首个项目。对于规划建设梁祝爱情文化园，这是樊存常多年的夙愿。

工作人员介绍梁祝造型的泥塑。本报记者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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