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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离离职职办办““私私塾塾””，，公公益益教教国国学学
一市民爱心办学行动吸引了更多同路人

山大教授高中开讲座：

“媒介越发达，

越要重视传统”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杜贵凯) 12月29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张志庆，来到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
分校国际部，面对高一到高三的同学们，作了主
题为《全球化背景与民族文化命运》的讲座。张
志庆教导即将出国的孩子，大众媒介越发达，越
不要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全球化的时
代，是否应该进行一个现代性转换，如果应该的
话，传统文化能不能并且如何进行这种转换，是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29日下午，张志庆
在讲座上谈到民族文化的传承时说，在当今时
代，往往泥沙俱下，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应该借助
现代化手段向国际传播。张志庆举例说，《木兰
诗》被改编成动画电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
看，我们从故事中可以学习到，木兰不仅有对父
亲的孝道与热爱，还有她风风火火的追求平等
自由的“现代女性”形象。这样的改编，在人们的
喜闻乐见中，就能向世界传达出民族文化中的
精华。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张志庆认为，大众
媒介对文化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的文化
通过网络传入中国，我们既要吸收国外文化的优
秀成分，也要坚守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要学会
利用大众媒介传播民族文化。他提醒同学们，大众
媒介越来越发达，我们不要沉迷于大众媒介制
造的各种娱乐信息，忽略了传统文化。

在问答环节，张志庆还和同学们进行了热
烈的互动，解答了同学们对传统文化传播的疑
惑。张志庆告诉同学们，“对于国际部的同学们
来说，你们出国之后也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支重要力量。今天，你们学会接受并思考本民
族的文化，有助于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传
播。”

历城二中16岁少年
勇夺奥数金牌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张榕博) 记者30日获悉，

在近日举行的第29届中国数
学奥林匹克比赛中，历城二
中的16岁少年齐仁睿取得金
牌，获得保送生资格并入
选国家集训队。

记者了解到，由中国数
学会主办，江苏省数学学会
和南京师大附中承办的第29
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于
12月19日至23日在南京市举

行，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的35支代表队，共360余名高
中生参加了本次赛事。

齐仁睿因此成为山东
省唯一取得全国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金奖的学生。

近期，清华大学和北京
大学纷纷抛来“绣球”，北京
大学将专程来历城二中为齐
仁睿测试。齐仁睿说，心情不
好时，做数学不等式是最好
的减压办法。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琮瑾)

对于所谓的“问题少年”，
不少家长都用拳脚进行教
育。市民郑谦和却凭借弟子
规等国学经典，以公益办学
的形式，让数以千计的“问题
少年”重获新生。

“凡是人，皆须爱。天
同覆，地同载……”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浆水泉路的
慈光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
心的一个教学点，远远就
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
声。仔细一听，入耳的都是

《弟子规》、《论语》等国学
经典文章。

慈光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中心校长郑谦和今年43
岁，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
戴着大框眼镜，站在讲台
上给孩子们授课。郑谦和

谈话交往十分注意言行举
止，与人见面先鞠躬行礼，
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推崇。

十年前，郑谦和还是
省科学院的一名财务人
员，接触到传统文化后便
一发不可收拾。“年轻时总
追求世俗的成功，整天想
着怎么赚钱。追求了这么
多年，对人生却越来越迷
茫，这时候再看看咱们老
祖宗的东西，就有种醍醐
灌顶的感觉。”

2006年以来，郑谦和开
始在全国各地学习、宣传传
统文化，并在各地兴办义学，
举行国学公益讲座。

浆水泉路的这处文化
活动中心就是慈光中华文
化教育学校的一处分校。
每当有客人到来，几名学

生都会站在教室门口鞠躬
行礼。每次上课前，老师和
学生需要雷打不动的向孔
子画像三鞠躬。

“通过这些形式，让孩
子们逐渐培养恭敬之心。”
据介绍，学生来自全国各
地，大多数是处于叛逆期
的青少年。郑谦和从纠正
他们的行为开始，教育他
们礼敬他人。

“前期靠积蓄，现在也有
不少捐助，但只够老师、学生
的生活费用。”郑谦和表示，
孩子们来这里学习，学校从
来不主动收取任何费用。他
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应该是
一项公益事业。办学七年来，
学校毫无收益。最初筹措不
到办学资金，郑谦和拿出自
己多年的积蓄。得知学校的
情况后，学生家长纷纷掏钱

捐助，还有人自愿来做义工
帮主学生准备饭食。

“在得知郑老师的办
学行动后，我就带着孩子
来到了这里。”退伍后，梁
运和成了郑谦和的得力帮
手，教导孩子们学习儒家
经典。同时，学员小郑的父
母从福建举家迁来济南，
全家都加入了郑谦和的教
育队伍，小郑的父亲郑雄
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来资
助学校运转。

郑谦和的事迹慢慢感染
了很多人，田爱珍、韩镇广等
爱心人士逐渐加入进来。

目前，在一家大型企
业的支持下，郑谦和计划
在滨州建立一所大型的国
学培训基地，将中国传统
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教
导更多的人。

沉浸在数学世界里的齐仁睿。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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