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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凌
文秀 杨淑君 通讯员 张海英)

诵读中华经典，传承华夏文明，
打造书香聊城。由聊城市文广新
局和齐鲁晚报·今日聊城联合主
办、中华水上古城承办、山东康华
传媒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华水上
古城·书香聊城—2015少儿经典
诵读大赛”报名持续火爆，一些报
名者现场演绎经典名篇。

自少儿经典诵读大赛开始报
名以来，本报编辑部经常能听到
孩子们朗朗读书声，弥漫着浓浓
的书香气息。一首首质朴的诗，一
句句长短的词，孩子们从岳飞的

《满江红》中体会“精忠报国”，在
孟郊的《游子吟》中体会母爱，吟
唱着诗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感悟生活，跟着苏轼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品味“阴晴
圆缺”……参赛者们或声情并茂，

或慷慨激昂，或深沉独吟，或抑扬
顿挫，在报名现场精彩演绎脍炙
人口的千古名篇，再现中华民族
优秀古诗文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
和艺术魅力。

“孩子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
本。人在14岁、15岁之前记忆力特
别好，背诵过的东西一般终生不
忘。孩子年龄小时，熟读高价值的
书，终身受益！”一位报名者的家
长是一位教师，她说，“诵读国学
经典，像是和一位智慧老人交朋
友，说的话、讲的道理会随着年龄
增长，体会会越来越深。”

今年市文广新局将努力扩大
全民阅读覆盖面，以农家书屋为
例，将进一步完善农家书屋出版
物补充更新机制，推进农家书屋
数字化建设。加快城乡阅读服务
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互补。充分
利用农家书屋，开展丰富多彩的

农村读书活动。
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决赛和

表演赛三个环节，分别在4月2 5
日、2 6日和5月1日，在中华水上
古城西大街西首七贤祠举办。本
次大赛为少儿公益性活动 ,不收
取报名费。全市在校小学生均可
报名。本次大赛设立一等奖2名 ,
每人800元助学奖金、证书；二等
奖 4名 ,每人 4 0 0元助学奖金、证
书；三等奖6名,每人200元助学奖
金、证书；优秀奖若干,提供精美礼
品和证书。

大赛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4

月23日报名截止。报名者可关注微
信帐号“qlwbjrlc”通过微信平台报
名，也可到兴华路与向阳路路口西
北角古楼街道办2楼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编辑部现场报名，咨询电
话 ：0 6 3 5 — 8 2 7 7 0 9 2 或 0 6 3 5 -
8451234。

七贤祠仰
贤堂内，七贤
的故事浮雕，
图 为 张 后 觉

“精进之成”的
故事浮雕。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探访七贤故事：

聊城七位贤士个个德才兼备
据相关历史记载，确认

“七贤祠”曾祀奉着王道、穆
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
张后觉、赵维新七位圣贤。

乾隆五十年版《临清直
隶州志》卷八下，“人物·贤
良”记载了七贤之首王文道
的 事 迹 。他 是 正 德 六 年
(1511)的进士，后选为翰林
院的庶吉士，而也就在这—
年，家乡的盗贼很多，他为
了祖母和继母的安危，辞了
职。正因为他德才兼备，在
嘉靖年间历任北京国子监
祭酒，礼、吏二部侍郎。

穆孔晖从小就很聪明，
下笔古奥绝人。弘治十七年
( 1 5 0 4 )考了山东乡试第—
名，巡按欣赏他的学识，收
为门生。弘治十八年(1505)

中进士，后选为了翰林庶吉
士、1516年到了南京当任太
仆寺少卿，1517年升太常寺
卿。他为官三十年，廉洁清
正，明本《东昌府志》上的

“老家茅茨仅避风雨”说的
就是他。

孟秋，不追求名利，只是
喜欢研读经诗，追求儒学真
谛。明本《东昌府志》卷—九
中记载：“他清瘦的身体几乎
支撑不起衣服，但遇事神气
悠间安定，万夫也不能夺；与
人交，乐引其所长，而掩遮其
短；晚年普遍论证理学，回答
问题透彻严密，其伦中和，犹
然恰当地出于中庸之旨。”

而“志在温饱”的王汝
训后来担任了浙江巡抚，因
触及权贵，被革职。在家呆
了15年后，出任南京刑部右
侍郎，后改工部侍郎。宣统
二年本《聊城县志》卷八，

“人物志”记载 :隆庆五年
(1571)他考中进士，他担任
知县时，断过许多陈年积
案，—伙盗贼以为他收受了
贿赂才这样迅速决结，便到
他家里抢劫，王汝训给他们
钥匙，让他们开箱自取，贼
翻遍了整个房间，只有破衣
散钱和几袋粮食。盗贼们懊
悔地说:“我们误解了大人。”
纷纷给他叩头谢罪。

古按照古城保护与改
造工程原址恢复15处历史
遗迹和景观园林的总体规
划布局，作为水城文脉的忠
实记录者，2012年10月1日七
贤祠在楼西大街西首正式
动工。

今年“五一”，复建后的
七贤祠将开始试运营。七贤
祠的规划设计和布展特色，
充分凸显了其北方心学圣
殿的地位。其规模远胜于从
前。包括大门、照壁、碑廊、
阳明祠、心学馆、仰贤堂、文
化展厅等部分。复建建筑的
形式、布局、尺度、风格等与
历史一致，真实反映历史建
筑及其空间环境的原貌。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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