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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土土””现现代代中中国国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孔子诞生地，《弟子

规》再次响起

“弟子规，圣人训……”2月
28日，初春的早晨，北东野村村
支书庞德海打开播音器，向全村
村民播放《弟子规》。

在重复播放两次、时长达20
分钟的儿歌声里，村民起床做早
饭，上班，下地干活。这样有儿歌
相伴的清晨，至今已经达到200
多天。

虽然同样距离夫子洞———
孔子诞生地不足千米，北东野村
与南东野村等村不同的是，村中
小到4岁儿童，大到80岁老人，都
能背诵几段《弟子规》。此外，北
东野村中主街上，还贴有二十四
孝图和“德不孤，必有邻”等儒学
文字标语。

2008年，致力于儒学传播的
尼山圣源书院在北东野村成立，
杜维明、牟钟鉴等儒学大家都曾
到这里讲课。但在建院后四年多
的时间里，对北东野村村民来
说，象牙塔中的儒学仍显得有些
陌生与隔阂。

2012年底，尼山圣源书院的儒
学专家在对北东野村的家访调研
中，发现农村道德失范问题严重。
专家认为，农村道德建设还要靠
儒学。于是，2013年，书院开设了

“乡村儒学讲堂”，主要讲授《弟子
规》、《论语》等儒学经典。

刚开始，书院为吸引村民前
来听课，会给听课村民发放洗衣
粉或毛巾。但仅两次课后，书院
再也无需发放物品，凭课程就已
将数百位村民牢牢吸引在了讲
堂上。

“第一次来听课时，就想看
看教授长什么样，讲课怎么样？”
2月26日，不识字的郭庆香在家
中告诉记者，但在课堂上她感
到，教授讲的内容，不仅能让她

“听得懂”，而且“很有道理”。于
是以后每期，郭庆香就带着儿
媳、孙女一起去听课。

“我不懂的地方，回到家，儿
媳和孙女就给我讲明白。”郭庆
香告诉记者，不仅她们祖孙三人
相互学习，她的儿媳孟庆霞还时
常讲给下班回家的丈夫。

讲堂对孟庆霞的改变，让郭
庆香十分欣慰。“原先她下班回
家后，很少做饭刷碗，吃完就去
大街上唠嗑。现在，家务活她抢
着做。”郭庆香说，不仅自己的儿
媳变了，就连她的孙女也抢着干
些家务，每天起床后将家中被子
叠得整整齐齐。

“二十四孝中的人那么孝
顺，被感动了。”孟庆霞说，讲堂
上，她常被感动得掉眼泪。

“我爷爷曾在附近七八个村
子做私塾老师。”郭庆香回忆说，
那时规矩很严，孩子大部分都很
孝顺，有仁爱心。她告诉记者，北
东野村似乎正在将老一辈的东
西重新拾起来，“规矩回来了”。

记者在对该村7个家庭的走

访及街头随机采访过程中，村民
表示，他们不仅不再用“孔老二”
三个字骂人，而且村里的儿孙们
也变得更为孝顺。庞德海说，儒
家“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思
想，让村民学会谦让、忍让，“妇
女骂街现象没了，为小事吵架打
架的少了。”

“儒学治理”的乡镇

试验

距离夫子洞250公里外的聊
城韩屯镇，早在北东野村开设乡
村儒学讲堂的一年前，儒学的推
广就已经开始。与泗水的乡村儒
学讲堂“民办公助”不同，韩屯镇
的方式是“公办民助”。

“鲁义姑的故事在当地民间
有一定流传，对于推广传统文化
有利。”2014年3月5日，韩屯镇党委
书记闫杰说，他之所以提出打造

“德义韩屯”的想法，是希望挖掘二
十四孝中源于当地的鲁义姑文
化，让村民形成朴素的德义意识。

此外，2010年、2011年连续
两年的多起群众上访事件，以及
当地治安状况的恶化，也让闫杰
下定决心，希望通过乡村儒学教
育，为基层治理添彩。

2012年提出打造“德义韩屯”
思路后，韩屯镇政府首先对干部
进行了国学培训。在干部们形成
共识后，镇政府又与山东电视台

《天下父母》栏目组，在韩西村共同
举办了儒学大讲堂，并让村干部
带头尽孝道，照顾村中老人。

2013年，韩屯镇又把镇上的文
化活动大院改为韩屯镇道德学
校，并联合聊城市国学研究与传
播促进会(以下简称“聊城国促
会”)，组织儒学专家对51个村的干
部和村民进行3天多的培训。

马杜村村民马好洪就是前来
听课的村民之一。3月1日，他告诉
记者，刚开始时他对课程还有些
反感，“但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道
理。”当时，他的妻子正与他闹离
婚。马好洪询问主讲的聊城国促
会秘书长刘庆涛，为何刘庆涛媳
妇对他这么好。刘庆涛反问，“我给
媳妇洗过脚、挤过牙膏，你呢？”

刘庆涛的这句话立刻点醒
了马好洪。听完课回到家后，马
好洪就给妻子做菜、洗脚，并道
了歉。当记者见到他妻子时，她
羞涩地说已经不想离婚了。

逐渐感受到儒学魅力的村
民，遇到问题后也开始主动寻求
道德学校的帮助。2014年1月3
日，马李村村民高玉环带着19岁
的女儿马丽(化名)找到刘庆涛。
2013年，在茌平二中读高一的马
丽迷恋网络、两次离家出走。

2014年3月1日，马丽告诉记
者，与父母的争吵让她感到心烦，
因此她“不想让父母找到，也不想
与他们联系”。而听过三次儒学讲
堂的课程，并参加了学校冬令营
后，马丽直言，自己再也不想离家
出走，“他们讲的孝道故事，让我感
觉自己以前太叛逆，对不起父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副院长颜炳罡，曾在韩屯镇多次

授课。他告诉记者，韩屯镇挖掘
当地鲁义姑文化，“借助当地庙
会向村民推广儒家文化，可行性
强，也取得一定成效。”

据闫杰介绍，2013年韩屯镇
不仅上访案件数量已减至仅一
例，打架、赌博等治安案件数量
也出现了大幅度降低。

颜炳罡告诉记者，得知韩屯
镇推广儒学的成效后，泰安仪阳
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找到他说，希
望在仪阳镇进行儒学推广。“仪
阳镇位于城乡接合部，治安有些
糟糕，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儒学推
广，能将此地居民改善一下。”在
颜炳罡看来，儒学推广对地方治
理有不一般的良效。

在城市推广儒学其

实难度不大

乡土是儒学的根，随着我国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推进，有些
人认为城市儒学无法存活，但也
许这并不是事实。

“儒学来自生活，也一定要
回归生活，生活即教育。生活儒
学必将服务于生活，让儒学等传
统文化渗透到居民生活中，这样
传统文化就能推广开来。”中国
孔子基金会秘书长王大千接受
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2012年
上半年起，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济
南舜耕街道办事处合作，在阳光
舜城社区也尝试了儒学社区的
文化推广。

“平时讲授儒学课程，春节
前组织孩子写春联，举办‘石文
化’国学堂、书画展、名茶品鉴会
等，效果就很好。”王大千说，阳
光舜城社区通过举办多种形式
的活动，吸引了不同群体、不同
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参与，
让传统文化渗透到居民生活中，
起到了较好的文化融合作用。

济南市舜耕街道舜华社区
59岁居民鲁玲，从山东省省直机
关党校退休后，2012年起在舜华
社区宣讲传统道德教育，讲授

《弟子规》、《二十四孝》等课程。
组织退休教授或者志愿居民，在
社区道德讲堂中教授传统文化

等内容，从2009年前后开始已成
为舜华社区惯例。舜华居委会党
总支书记于芳告诉记者，每年寒
暑假，社区对孩子的免费课程均
由本社区居民讲授。

“我们评比孝感天下的人物，
不仅有对父母长辈的孝，还有对
国家的孝。”于芳说，也正是在他们
组织的免费活动、道德人物评选
过程中，彼此陌生的居民渐渐变
得熟悉，“居民熟悉之后，为鸡毛蒜
皮事情争吵的少了许多。”

经过传统文化教育，社区居
民出门遛狗时总会带着垃圾袋，
将动物排泄物回收，小区的卫生
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济南市舜耕街道办党工委
副书记杨晓华告诉记者，舜耕街
道办的5个社区，已全部开设儒
学讲堂、道德大讲堂。据王大千
透露，下一步舜耕街道办还准备
以社区的花圃为依托，打造“乡
村记忆园”，唤起老人们对乡村
记忆的怀念，激发儿童对老家祖
籍故土的向往。真正做到“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这些努力，已让他们尝到甜
头。最早，在济南一些评比中排不
上号的舜耕街道办，在2013年创建
文明城市每季度评比中，二季度
位列第二名，三、四季度跃居第一。

据颜炳罡介绍，与舜耕街道
类似的城市社区传统文化教育，
已越来越多。河南建业集团兴办
的本源社区书院，就是城市社区
儒学教育的范例。

颜炳罡告诉记者，“建业集团
每建一个社区，就会建一个本源
社区书院。本源社区书院以社区
为基本单元，以书院为教育和传
播形式，营建更贴近居民的社会
普及平台，很受社区居民欢迎。”

“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
热，培育了社会公众兴趣基础，
在城市推广儒学其实难度不
大。”颜炳罡说。

“士”的情怀，呵护

文化发新芽

2月26日，在山大新校区知
新楼接受采访时，颜炳罡身着中

山装出现在记者面前，他也曾以
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济宁尼山圣
源书院、韩屯镇讲课现场。

当记者把“儒学在城市中恐
难以令人接受”的质疑声抛向颜
炳罡时，他告诉记者，儒学学者
应该首先去播种，不问种子是否
发芽。这种以弘道为己任的“士”
的情怀，伴随了他已有20年。

1995年，还是山大普通教师
的颜炳罡，就在山大组织读经
班。在开班第一课上，他就告诉
听众，“你们即使只来一个人我
也讲，哪怕一个人也不来，我也
讲。”谈到此处，他一度哽咽。

颜炳罡的读经活动持续到
2012年，那时已有不少社会学员
前来听课。其间，他组织的读经
班已注册成为济南市传统文化
研究会。颜炳罡播下的种子，也
开始在别处生根发芽。他的学生
赵卫东，毕业后到山东师范大学
教学，2003年开始在山师组织读
经班。社会学员肖卫东也在社会
上组织了读经活动。“学习儒学
让人变得和善。”肖卫东说。

2013年起，颜炳罡也开始转向
尼山圣源书院、韩屯镇等地讲授
儒学，从事儒学实践活动。而尼山
圣源书院也是由一帮怀有“士”情
怀的“志士仁人”推动创建的。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
院长王殿卿曾到尼山游玩，70多岁
的他感慨道，如果他再年轻十岁，
也会创办一个书院。时任泗水教
育局局长的陈洪夫站在王殿卿旁
边，把他的话听进了心里。

调任财政局局长后，陈洪夫
便找到王殿卿，提出了在泗水建
书院的想法。此后，王殿卿找到
牟钟鉴等儒学大家论证可行后，
书院得以建立。

现任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
长的陈洪夫回忆，2008年9月3
日，泗水县委常委会上，学者们
提出了“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
立运作、世代传承”的办院体制。
学者们提出民办思路，是担心政
府介入太多，影响正常工作，或
者转化为他们的政绩工程。

“刚开始虽然有少数人反
对，但县委还是决定成立书院。”
陈洪夫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主任、尼山
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告诉记
者，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陈洪
夫，对学者与政府沟通起到很大
作用。“在北东野村涂刷儒学经
典文字与二十四孝图，就是他帮
忙做的。”

“德义韩屯”的建设，也会集
了深受儒学影响的镇领导干部、
民间学者与企业家的力量。颜炳
罡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传统文化
必须得到党委政府的认同，如果
他们认同，就较容易推行。

2月27日，赵法生特意给记
者朗读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乡村文明是
中华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
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
软实力”。习近平在曲阜孔府关
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讲话，似
乎给了他更大的鼓励。

距离孔子诞生地尼山夫子洞800米的泗水县北东野村，
饭后到大街上嗑瓜子、唠嗑，曾是36岁村民孟庆霞的习惯。而
做饭、洗碗等家务活，也一度成为她64岁婆婆郭庆香的“分内
事”。

70年前，郭庆香的爷爷是附近七八个村庄的私塾老师，
彼时村民称孔子为孔圣人；50年前，“孔老二”却成了他们骂
人的专用词；一年前，他们开始重拾孔圣人名讳。也就从那时
起，孟庆霞也把婆婆的“分内事”变成了自己的。

这源自2013年起，专家对北东野村进行的儒学乡村治理
改造。

这样的再“乡土”化，并不局限于孔子诞生地。250公里外
的聊城韩屯镇、170公里外的济南市区，都在尝试对以儒学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民间化利用。

聊城韩屯镇道德学校老师进村为老人服务，为老人洗脚。
（照片由韩屯镇道德学校提供）

泗水北东野村村民在尼山圣源书院听学者讲解儒学。
（照片由尼山圣源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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