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9月 12日讯 (通讯员 耿
军 赵秀峰 王学明 记者 张
凯 李运恒 ) 战鼓擂，祭文颂，
12日上午，伴随着寓意孙子兵法
十三篇的十三通战鼓，壬辰龙年
孙子故里祭拜兵圣大典在惠民县
孙子兵法城门前正式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大型祭拜在孙子故
里是首次举行。

上午10时，孙子兵法城前广场
颂歌悠扬、战鼓齐鸣，来自北京、济
南、江苏、浙江、湖南、台湾等省市
的1600余名嘉宾及乐安孙氏后裔
30余名代表在广场肃立。伴随着寓
意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十三通战鼓

擂响，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们佩
戴丝带，拜祭兵圣孙武。

中共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光峰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盛会
既传承和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节会
项目，又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
创新和发展，是首次举办祭拜兵
圣大典。滨州市政协主席、滨州市
孙子研究会会长孙承志主持祭拜
大典。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委员、中国服饰文化委员会主席、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山东省
委主委栗甲，中国孙子兵法研究

会高级顾问谢国良，山东孙子研
究会会长赵承凤，中共滨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光峰等相关领导
依次敬献花篮。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
长、首席专家吴如嵩、军事科学院
战略部副部长王辉青、中国孙子
兵法研究会理事霍印章、中华孙
子兵法研究学会总会会长傅慰孤
(台湾)、中华孙氏宗亲总会会长
孙重贵(香港)及其他省市代表净
手上香。

随后，所有参加仪式人员向
孙子圣像行施三鞠躬拜礼。李殿
仁宣读了壬辰年孙子故里祭拜兵

圣大典祭文。
祭拜大典后，两名来自惠民

当地的儿童手捧《孙子兵法》和和
平鸽缓缓走向圣像，两人在颂歌
中放飞和平鸽，充分表现出孙子
兵学文化的精髓———“不战”、“全
胜”的和平思想。

节会期间，第三届海峡两岸青
年学生孙子兵法友谊辩论赛和第
十届中国(惠民)国际孙子文化旅
游节同步进行，两岸青少年和专家
学者围绕孙子兵法领域分别展开
了激情辩论和深入研讨。此外，第
四届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
坛将于13日上午正式开幕。

十三遍战鼓，十三篇军法

孙子故里惠民首次祭拜兵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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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眼

拜祭兵圣大典上，数十名古装服饰打扮的演员乐舞告祭。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公公祭祭兵兵圣圣孙孙武武文文

维维公公元元二二零零一一二二年年九九

月月十十二二日日，，岁岁次次壬壬辰辰，，序序属属

孟孟秋秋，，惠惠风风和和畅畅，，万万象象更更新新。。

山山东东省省孙孙子子研研究究会会、、滨滨州州市市

人人民民政政府府、、中中国国孙孙子子兵兵法法研研

究究会会及及海海内内外外广广大大兵兵学学同同

仁仁暨暨乐乐安安孙孙氏氏后后裔裔，，齐齐集集孙孙

子子故故里里惠惠民民县县，，谨谨以以时时鲜鲜果果

蔬蔬，，表表诚诚敬敬之之礼礼，，恭恭祭祭兵兵圣圣

孙孙武武像像前前。。文文曰曰：：

孙孙子子名名武武，，字字曰曰长长卿卿。。

田田氏氏后后裔裔，，将将门门俊俊英英。。

乃乃祖祖孙孙书书，，伐伐莒莒获获胜胜，，

赐赐姓姓封封采采，，姓姓源源曰曰孙孙。。

故故里里乐乐安安，，山山东东惠惠民民，，

避避乱乱奔奔吴吴，，深深居居僻僻隐隐。。

吴吴宫宫教教战战，，三三军军震震惊惊，，

登登坛坛拜拜将将，，吴吴国国将将军军。。

文文韬韬武武略略，，经经国国治治军军，，

西西破破强强楚楚，，五五战战入入郢郢。。

南南服服越越人人，，北北战战齐齐晋晋，，

功功成成身身退退，，高高然然归归隐隐。。

孙孙子子兵兵法法，，百百代代兵兵经经，，

辞辞若若珠珠玉玉，，一一字字千千金金。。

审审计计重重举举，，用用兵兵贵贵慎慎，，

眀眀划划涂涂图图，，庙庙谋谋全全胜胜。。

示示形形造造势势，，因因敌敌制制胜胜，，

安安不不忘忘危危，，时时刻刻警警醒醒。。

不不战战而而胜胜，，归归旨旨和和平平，，

兵兵学学鼻鼻祖祖，，中中外外驰驰名名。。

远远播播欧欧美美，，风风靡靡东东瀛瀛，，

龙龙韬韬虎虎吟吟，，价价值值永永恒恒。。

追追思思先先贤贤，，无无任任钦钦敬敬，，

弘弘扬扬传传统统，，振振奋奋民民心心。。

文文化化兴兴邦邦，，惠惠泽泽万万民民。。

海海峡峡两两岸岸，，避避免免战战争争，，

中中华华大大地地，，海海晏晏河河清清。。

兵兵学学朝朝宗宗，，永永兹兹兵兵魂魂，，

大大礼礼兴兴襄襄，，伏伏惟惟尚尚飨飨。。

正在净手上香的祭拜嘉宾。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市长张光峰致辞 >>

传承孙子文化资源

推动滨州文化旅游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古代著名
军事思想家孙武、宋代著名政治
家范仲淹、汉孝子董永等都出生
或成长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
地上。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
文化，特别是博大精深的孙子文
化，沾溉中华、泽及四海，典藏厚
重、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
富，更是滨州独有的世界级文化
品牌。先进的文化激励斗志、凝
聚人心。

近年来，全市上下秉承悠久
的历史文化，深入贯彻科学发展
观，抢抓黄蓝“两区”建设重大机
遇，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
济形势，坚定不移地实施追赶超
越战略，综合实力不断加强，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政策环境更加
优化，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四环
五海、生态滨州”、“粮丰林茂、北
国江南”的品牌效应得到进一步
提升。

为了深入挖掘孙子文化内
涵，广泛传播孙子的思想和智慧，
本次盛会既传承和保留了一些传

统的节会项目，又在形式和内容
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将首次举
办祭拜兵圣大典。这不仅有利于
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进一步
弘扬兵学文化，而且，对于进一步
发挥孙子故里文化资源优势，搭
建两岸经贸合作平台，推动滨州
文化旅游产业跨越发展，必将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昔日的滨州因孙子文化而声
名远播，今日的滨州因孙子文化
而万象更新。当前，全市正按照市
第八次党代会和全市“两会”描绘
的宏伟蓝图，以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为动力，以“实现‘六个
翻番’，再造一个新滨州”为目标，
深入推进黄蓝“两区”建设，各项
工作都呈现出了科学发展、内涵
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滨州人民热切地期待，通过
本次盛会，让海内外朋友更加了
解滨州、钟情滨州，充分感受滨州
人民的豪迈与真诚。我们愿与各
方有识之士一道，携手共创发展
大业，并肩开拓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张凯 李运恒
整理 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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