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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进湖区、开通电视图书馆……

这这一一年年，，文文化化惠惠民民““花花样样””蛮蛮多多的的

2016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于5月7日—5月9日举办，期间，知名学者、专
家等将齐聚邹城，以文会友，致敬孟子，弘扬母教文化。

一位孟氏后裔和诵读《孟子》的书童合影(资料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5月8日举行
纪念孟母孟子大典

5月7日，文化节开幕后，将举办
母教家风论坛等活动。邀请知名儒
学专家、母亲节主题节庆城市代表，
围绕“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家文化”、

“新时期如何挖掘传承优良家风”、
“孟母教子故事对现代家庭教育的
启示”等主题，以主题演讲和圆桌会
议的形式倡树优秀家风家训，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举办中华颂教育论坛，邀请
名家学者、中小学校长、一线骨干
教师、海内外从事经典教育人士
等，采取名家讲坛、集体诵读、交
流分享、致敬孟子、文化采访等形
式，从不同角度讲《孟子》，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5月8日9：00—10：00，在孟庙
举办“2016纪念孟母孟子大典”，
孟子第76代嫡孙孟令继及夫人，
孟氏宗亲等将出席纪念大典。

“就今年的活动设置来看，母
教家风论坛、孟子学堂动画首映、
中华诵教育论坛等活动，增加了
更多百姓的互动和参与，集体诵
读、名家讲坛等一些模式，更注重
挖掘和传递母教文化。”参与今年
孟子故里母亲文化节筹备的邹城

市委外宣办主任张夏说，近几届
的母亲文化节，更像是一场母教
文化、孝道文化的集结，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以文会友、
弘扬母教文化。

母亲节作媒介
唤醒传统文化记忆

母教文化对子女成长的影响
甚至高于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从
文献考证来看，孟母教子的理念
高于当时的普遍女性，孟母三迁
的决心、断机教子的气度等等都
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孟子。“孟子
三岁丧父，很有意思的是，圣人
孔子亦是三岁丧父，跟随母亲
长大。”虽然少有人研究和考证
两位圣人在儒家文化上的造诣
与母教文化之间的渊源，但孟
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殷延禄觉
得这两者之间应是有脱不开的
关联。

“我们提倡母教文化，着力点
在家庭，但数万万家庭就组成了
我们的社会。从通情达理的母亲
到和睦幸福的家庭，推及开来再
到整个社会的仁爱之心，这些文
化脉络都是相辅相成的。”殷延禄
说，设立中华母亲节，其实是以母
亲为媒介，唤醒传统文化记忆，传
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儒家仁爱。

今年，是济宁市文广新
局打造“文化惠民”活动的第
4个年头。从过去单纯的演出
小分队送戏下乡，到如今的
整个团队集体演出；从过去
的一个戏从年头唱到年尾，
到如今不断推陈出新，让老
百姓看戏不重样。细心的济
宁人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文
化环境，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乔明 高震

惠民演出到湖区
送戏下乡全覆盖

今年3月25日，济宁艺术剧
院像往常一样“送戏下乡”。一
大早，演员们就登上了大巴。经
过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他
们来到了济宁地区最南边的县
城——— 微山县。

这次送戏下乡和此前有所
不同。抵达微山县高楼乡后，演
员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化妆
而是当起了搬运工。他们要把
巨大、沉重的音响等设备，从车
上搬到船上。“这次演出的目的
地是高楼乡渭河村，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湖上渔村。”艺术剧院
副经理孙超说。

经过40多分钟的水陆跋
涉，演员们终于登上了渭河村
的大舞台——— 一艘漂浮在湖面
上的船。孙超说，渭河村是济宁
最南端的一个村子，全村群众
零散分散在湖面上。“他们吃穿
住行全在船上，所以我们这次
把演出放到了船上。”这是济宁
市文广新局推出“送戏下乡”以
来，首次把文化惠民演出送到
湖中央，也使得“送戏下乡”真
正覆盖了济宁所有地区。

今年济宁演艺集团下属三
大剧院的惠民演出任务仍是
600场，但新增了高新区、太白
湖新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使
得文化惠民演出惠及了更多县
区。

老剧目重新排
内容更加丰富

“文化惠民演出已是第4年
了，有些节目重复表演，百姓看
了觉得没新意。”带队来泗水的
山东梆子剧院业务副团长吴肖
华说，为了推陈出新让百姓看得
更过瘾，山东梆子剧院近年来在
完成“送戏下乡”任务的同时，开
始重新将“埋藏”了几十年的老
戏再次挖掘出来，这也让演出节
目单变得更加丰富。

吴肖华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前后，剧院把30年前的大戏

《春草闯堂》进行了复刻，“曾经
演过这出戏的演员差不多都退
休了，所以我们结合当今社会
的主流思想，重新对这台大戏

进行了编排，让剧院中二三十
岁的青年演员扛起大梁。”

此外，《朝阳沟》、《老核桃
的梦》，古装戏《秦雪梅吊孝》、

《李慧娘》、《卖苗郎》等都结合山
东梆子重新进行了编排。吴肖华
直言，这些老戏新排不仅锻炼了
剧院中的青年演员，让他们更快
的成为山东梆子的传承者，而且
改编后以折子戏的形式送戏下
乡，也让老百姓们看到了更丰
富多样的山东梆子。

开通电视图书馆
轻点屏幕可看书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节日里，济宁市图书馆给广大
读者送上了一份大礼——— 电视
图书馆正式开通上线。这让读

者们足不出户也可以阅读上百
万市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视频
资源等。

在济宁市图书馆举行的开
通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电视
图书馆的操作方式。“打开电视
后就能看到‘电视图书馆’这个
选项，点进去就可以。”在工作人
员的演示下，记者看到进入该选
项后，里面包括“馆情介绍”、“在
线阅读”、“视频讲座”、“电子听
书”等选项。

随后，点开“在线阅读”后，
里面还包括了经典名著、人文
社科、文学艺术等十几个分类。
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直接在
电视上进行阅读。“家里可能老
年人视力不好，我们还提供了

‘电子听书’，可以通过电视直
接听书，非常方便。”

杂技节目送进社区。

2016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明日开幕

致致敬敬孟孟子子，，传传递递母母教教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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