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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书评

青未了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特质
□ 张炜

我阅读很多报纸的副刊，比
如大众日报的“丰收”、羊城晚报
的“花地”、北京晚报的“五色土”、
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等等。

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取
自杜甫的《望岳》———“岱宗夫
如何，齐鲁青未了”。作为描写
山东的诗句，这一首是最有名
的。

齐鲁晚报今年将迎来创刊
25 周年纪念，我与其交往的历
史也有 25 年了。青未了的编辑
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为山东
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作者
都感谢齐鲁晚报副刊，因为他
们在这里得到了扶持和鼓励。
这些年来，青未了始终坚持自
己雅俗共赏的文学特质，拥有

一般纯文学刊物所没有的巨大
影响力。

这些年来，青未了吸引、团
结了省内外的许多著名作家，
当然更多的是文学读者，成为
一片精心耕耘的文化热地。在
物质主义潮流日盛的当下，各
种诱惑势不可当，齐鲁晚报的
坚守也就尤为可贵。文学是文
化传承的核心部分，推助和繁
荣文学阅读，就是对时代的最
重要的贡献之一。

市相嚣嚣，行色匆匆，网路
斑驳，唯有读书。这应该是一个
好好读书的时代。在茫茫人海
中，比较起来，人们更为信赖的，
还是那些好好读书的人。说到未
来，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在于是
否具备这种深沉学习的能力。其
实，在这个崇拜速度、物欲满涨
的现代世界，只有那些掌握了文

字和思想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
未来。在此，请允许我引用著名
学者戴安娜·拉维奇的一段名
言：“不管未来的技术多么强大，
我们还是要依赖文字和思想的
力量。那些掌握了文字和思想的
人将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那些
无法掌握文字和思想的人将发
觉自己不仅被排除在工作和机
会之外，而且被排除在所有那些
让我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之
外。”

今天的交流正日益方便。当
我们越来越多地在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之间穿行时，会非常容易
地发现一个令人悲哀的现象，那
就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很少
有一个地区的族群像我们一样，
如此彻底地背弃了阅读。

一个没有养成顽固的嗜读
习惯的民族，会有强大的创造力

吗？会有深刻的理性吗？会有远
大的未来吗？

同样，在一个网络时代，社
会群体一旦失去了深沉的阅读
能力，那就只能无从遏制地繁衍
滋生出一丛丛“网蜱”——— 这恰
好是现代文明的掘墓人，而不是
通向未来的创造者。

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
们才对青未了寄予那么大的希
望。

近些年来，不少报纸不设副
刊或不断地缩减副刊，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遗憾。对一张报纸来
说，副刊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办
报人的文化品格。虽然只是小小
一方天地，却依然辐射出它的强
大磁力。

结集出版这套“青未了丛
书”，是一次劳动的总结，更是一
次阅读的欣悦。

青未了是晚报人智慧的结晶
□ 李秀珍

在 2013 年的曙光里，齐鲁
晚报迎来了创刊 25 周年纪念。
如果从“办一流大报，创百年品
牌”的目标考量，25 年的历程正
如一个人从童稚走向成熟，正
如一棵树从萌芽长成了参天，
青春的朝气，蓬勃的生机，沉厚
的内蕴，鲜明的风格，以无可争
议的品牌价值昂然自信地挺立
于世人面前。

自信来自于沉厚的底蕴，品
质形成于长久的坚持。青未了副
刊就是齐鲁晚报创刊 25 年来始
终坚持且历久弥新的品牌。

25 年来，创新的理念和行动
一直是齐鲁晚报求发展寻突破
的制胜法宝，但新闻增增减减，
栏目更更迭迭，作为副刊的“青
未了”，虽然编辑换了一茬又一
茬，版式变了一次又一次，各种新
栏目层出不穷，但一路走来，却永
远在坚持着当年前辈的创刊理念
和宗旨——— 给文化和文学留一席
之地。因此，常听到这样的赞扬
声：“青未了为山东的文学事业做

出了贡献”，“齐鲁晚报的副刊体
现了齐鲁大地的人文特色”，“青
未了是读者的精神家园，能滋养
人的心灵世界”……由之，青未了
也获得了一连串的荣誉，人文齐
鲁曾获得 2009 年度泰山文艺奖，
我省著名杂文家安立志撰写的

《糖醋活鱼和文化差异》获得 2010

年度中国新闻奖，每年都有多篇
作品获得山东省新闻奖；“译文”、

“怀念”、“闻香”等专栏，都获得过
山东报纸副刊好专栏一等奖荣
誉。这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
的努力，而是一代又一代晚报人
智慧的结晶。

纪念创刊 20 周年时，我们
曾经编辑推出了一套《风·雅·
颂》丛书，颇受读者欢迎。不知
不觉间，时光又转过了 5 个年
轮。回头望，我们的国家经历了
一件又一件大事，汶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辛亥革命百年纪
念；地球村里每天都在上演着
各色热闹的悲喜剧，中国人的
视野越来越开阔，我们不仅在
往更高处张望，还在往更高处
跳跃和发展，到处都有了中国

人的身影和声音；天地之间的芸
芸众生，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得到
空前的重视和追求，不管是快生
活还是慢生活，都想过出各自的
精彩和幸福感。时代的车轮滚滚
向前，在人们的笔下变成一篇篇
亦歌亦哭的文章。因此，在编辑
这套丛书时，仔细翻阅一张张报
纸，有时会潸然泪下，有时会怦
然心动，有时会心潮澎湃，有时
会会心一笑，当然有时也会扼腕
叹息甚而仰天悲鸣。像《汶川大
地震提升着国民的精神世界》、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不论
是随笔还是诗歌，都记录着 2008

年中华民族那惨痛的一页；《奥
运同胜》、《刘春红，你为什么让
我们感动》，则让我们回想起北
京奥运那令人自豪和骄傲的日
日夜夜。这 5 年间，著名漫画家
丁聪笑别了我们，著名导演谢晋
溘然而逝，诗人海子扑倒于列车
轮下已过去了 20 多年。《风雨一
杯酒 江山万里心》是孔子 77

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悼念弟弟
孔德成的泣血之作，只要读一
读，就会情不自禁地慨叹，那浅

浅的海峡曾阻断了多少亲人的
相见之路。我们所选的这些文
章只是副刊 5 年来的部分精彩
之作，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作
者，取自大千世界各异的生活，
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再次品读的
兴致和收获。

这五卷本丛书中，有一册
为“水为之·滨州”。通过编辑这
本书，阅读了其中的内容，感觉
滨州大地和我省其他市一样，
是人杰地灵的一方厚土。源远
流长的胡集书会，叹为观止的
杜受田故居，饶有趣味的滨州
地方戏，还有众多擅长各种题
材和体裁写作的作家与文学爱
好者，使得滨州在当下的经济
大潮中，依然不断地积淀着丰
富的文化本质，涌动着蓬勃的
文学创作热情。

感谢读者朋友对“青未了”
的关心和厚爱！感谢滨州市对

“青未了”的支持和倾情！通过
这部丛书，我们希望“青未了”
和广大读者的交流更深入、更
持久，也希望齐鲁晚报与各地
的文化事业同发展共繁荣。

水为之滨乐于水
□ 张光峰

每部丛书都有自己的使
命，或者说自己的生命。阅读
这些丛书的人们，就会从中发
观、分析、代入、回味。古语说
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读书可以让人
们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欣
赏，甚至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
美好家园。

当今，时代在进步，社会在
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网
络经济的到来，各种现代化的优
越条件，使得一些人出门有车代
步、在外手机随身、在家随时上
网，而坐下来静静地泡一壶茶、
读一本书这样的行为，已成了一
种奢侈。事实上，看网络与看图
书是有差别的，网络是快餐、是
小吃，图书是正餐、是大宴，阅读
图书的过程存在着乐趣，存在着
享受，存在着回归。

山东，又称齐鲁大地，素有
“一山一水一圣人”的美誉，这

里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描述
山东的诗句中，杜甫的“岱宗夫
如何，齐鲁青未了”最为典型，
其中“青未了”寓意丰富、气势
宏伟，而一个“青”字更充分体
现了山东的地貌特征和生态特
点。“青”色是从“蓝”色引申来
的，代表着美丽，象征着优雅。
时下，山东倾全省之力打造的

“蓝”色文明、海洋战略，更为
“青”色增添了一分新“蓝”，
“青”、“蓝”交辉，相得益彰。

“青未了”作为齐鲁晚报的
副刊，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繁荣
发展山东文学和传播优秀文
化，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特别是
当它成长到 25 周岁的时候，已
变得十分成熟睿智、特色鲜明。
作为该栏目的一名忠实读者，
不管有多忙，我每天都抽点时
间阅读，乐在其中，放松自我。

在山东，有这样一片古老
而年轻的土地，它是我国古代
著名军事家、兵圣孙武的故里，
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闻名的

渤海革命区，又是新时期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
的叠加开发城市，它的名字叫
做滨州。

滨州位于鲁北平原，濒临
渤海湾，黄河穿境而过，依河傍
海的区位优势，使得这里自然
资源富饶，生态环境独特，可持
续发展的潜力巨大。近年来，全
市上下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精心
打造“四环五海、生态滨州”、

“粮丰林茂、北国江南”两大品
牌，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
发展的良好态势，被称为黄河
三角洲腹地的一颗明珠。

滨州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里创
作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走
进滨州，“水”既是最珍贵的资
源，也最具亲和力、影响力。水
润滨州、水利滨州、水沃滨州，
人水和谐、天人合一。水乡江南
般的梦幻，滨海现代城的憧憬，

山青水蓝诗一样的意境，都为滨
州增添了新的光彩。滨州人民勤
劳、质朴、富有创造力，他们亲
水、善水，用水演奏了一首宏大
的交响曲。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
一个民族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
人，他们不止关注自己的脚下。
通过一滴滴小水珠，穿越历史的
时空，审视当前大千世界，人们
的思想更加深邃。当我们再次翻
开一本书、捧起一掌水，心情是
否还那般平静？

此卷收录了滨州本土的一
些文学作品，既有宣教式的介
绍，也有自发性的歌颂，还有严
谨细致的考证，基本上囊括了滨
州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典型
人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熟知滨
州、了解滨州的读本。在这里，衷
心感谢每篇作品的原创作者以
及编辑人员，感谢所有为此书付
出努力的人们。

青出于蓝胜于蓝，水为之滨
乐于水！

齐鲁晚报推出

“青未了 2008-2012 年度选粹丛书”
随笔卷 散文卷 人文卷 译文卷 水为之·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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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悠悠五
千年，作为儒家文化
的发源地，齐鲁大地
上的人文历史堪称厚
重。从“仁者爱人”的
孔孟之道到闯关东的
执着无畏，从“鸟笼
子”里的革命到台儿
庄大战的血雨腥风，
从“民间小故宫”牟氏

庄园到缘起济南的红卍字会……人文齐
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现实，拨开历
史的迷雾，思考现实的严峻。从名人先贤
的历史足迹中重新认识脚下的这片土地，
历史，亦是现实。

人文卷主编：王慧

散文作为青未了
的主打，一直承载着
极高的关注。散文的
自由，源于其包容，
由此成就了它的气
象 万 千 。散 文 的 情
怀，实际上是对大地
的书写，对民生的关
注。基于此，我们希
望甄选的每篇散文，

都带有生活的厚实与深度，呈现出真实生
命的形貌和质感，保持着对社会、人生的
映射和思考。

散文卷主编：向平 曲鹏

《水为之·滨州》
是一部反映滨州本土
文学以及人文精神的
书籍。滨州区位独特，
南山北水，依河傍海，
生态环保，人水和谐。
近年来，全市人民坚
持“科学发展、追赶超
越”，亲水、善水、乐
水，做好、做活了与水

相关的一系列文章。
“水为之”三字体现了滨州改革建

设发展的独特韵味，体现了滨州人民勤
劳、质朴、创新的蓬勃活力，既有文学色
彩，又具地域特色，为建设生态美丽幸
福新滨州增添了正能量。

滨州卷主编：李福友 刘荩一

做了几年的随笔
版编辑，越来越觉得我
们的作者恰如剑客行
走文字江湖，有人招招
凌厉，字字珠玑，力图
一剑封喉；有人凝重老
练，引经据典，单凭内
力已让人叹服；有人空
灵飘逸，行文流畅，轻
挽一朵剑花便炫了众

人双眼；有人剑走偏锋，冷峭幽默，却时时
剑指时弊之死穴。当然，隐藏在文字背后
的思想的力量，才是今天我们重读这些作
品时依然被打动的深层原因。

随笔卷主编：孔昕

“译文”是青未了
一个年轻的版面，也
丰富了青未了的内
容。稿件大多翻译于
国外的报纸、杂志和
网络，涵盖散文、诗
歌、寓言故事等。译文
稿件或述说人间真
情，或描写人生感悟，
或记录世态万象，把

国外当今的文学、文化介绍给读者，也致
力于给读者提供一点乐趣、一点哲思。

译文卷主编：李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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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之·滨州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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