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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村民只有五六人离场

不能“站在云彩上”讲孔子

自从被确定为下乡授课的
儒学讲师后，这已是李学新第四
次为村民讲课。不过，并不是每
一堂课，李学新的听众都这么捧
场。

“我上第一堂课时，提前精
心准备了一个月。9月下旬带着

《快乐达人——— 孔子》的课件首
次到尼山镇小烟村讲课，却遭遇
了冷场。”李学新说，因讲授的内
容中引用了很多论语经典内容，
很多村民听不懂，讲到一半，原
本50多名听众就走了一大半。

“那时我才意识到，对游客
讲解和对村民授课是不一样的，
对村民绝对不能‘站在云彩上’
讲孔子，要多用白话，少说‘之乎
者也’。”在后来讲课时，李学新
不再追求专业，而是多讲一些民
风民俗，多说一些有关孔子的小
故事。

同为乡村儒学讲师的曲阜
师范大学副教授宋立林有同感。

“第一次到农村上儒学课，我心
里直打鼓，就怕把大家讲跑了。”
他总结，为大学生讲课，更多突
出“讲”，讲孔子思想和儒学经典
论著，完全不用为学生们消化不
了担心，但为广大村民上课，则
要更多突出“说”，“说是什么，就
是大白话，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
语言表述。”

李学新认为，村民像听评书
一样听她讲儒学，是她认为最成
功的授课效果。“前两次为村民
上课，我带了一些文稿，甚至还
准备了电子课件，现在想想，根
本没必要。”

“我讲一个小时，只要他们
能记住一个故事或是一句话，能
明白一个道理，那这堂课就成功
了。”李学新说。

儒学讲师李学新在曲阜吴村镇峪西村给村民上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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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听众多是老人和孩子

事实上，李学新的课是有一
定效果的。

峪西村的首堂儒学课结束
后，9岁的李文超告诉记者，他记
住了妈妈的生日。“明年我妈妈
生日，我要亲手送一件生日礼
物。”60岁的村民孔祥国也悟到
了些生活小窍门。“老人和晚辈
的小矛盾可能就是一句话的误
会，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一
些生活中的小疙瘩自然就解开
了。”

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来听课的绝大多数是老人、
孩子。“我们村大部分青壮劳力
常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一
部分妇女是村里的常住人口，原
本1300多人的村子，现在只剩下
800多人。”峪西村村支部书记孔

国一说。
尽管是孔子故里，但这些老

人和孩子，对孔子及他的思想，
多数并不甚了解。“我知道他是
个大圣人，在国内外都很有名。”
59岁的陈芹笑着说。

“孔子思想重孝道，老师讲
的很多都是关于如何孝敬老人
的，这一点很好，因为农村还存
在儿女不孝的情况。”64岁的李
士民是峪西小学的退休教师，算
得上全场最有文化的听众了。

在这堂课上，17岁的邢枫是
现场仅有的几名年轻人之一。她
坦言，自己对儒学学习不多，也
没太多兴趣。“都是很晦涩的古
文，看完一句还要找注释，太麻
烦了。”邢枫说，她更喜欢和同龄
人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如何让年轻人爱听儒学

如何让邢枫这样的年轻人
接受，正是李学新们思索的问题，
也吸引了专家学者的关注。

“农村是中国的基础，超过
80%的都是农民，对农民进行道
德教育是不可忽视的。”西南政法
大学教授王安白对曲阜的“百姓
儒学”工程很赞同。他说，古代有

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农村的道
德教育主要依靠的是乡绅自治
和以家族为单位的伦理普及。随
着时代变迁，现在广大农村的道
德教育普及，已远远落后于社会
的发展进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王安白认为，曲阜的儒学下

乡实验远比通过标语口号和电
视进行理论宣传的效果好。但是，
一些细节问题仍需要解决，首先
应通过调研了解广大农民对儒
学的认知程度，不同年龄的群体
对儒学经典有怎样的需求，“也就
是因人施教、有的放矢”。

“把好脉后，下一步就是制定
教学计划。”王安白说，曲阜市应
为儒学讲师们制定一个完善的
教学大纲。

针对部分时评人员提出的
曲阜“百姓儒学工程”“劳民伤
财”、“大跃进”等观点，王安白并
不赞同。“曲阜市通过这种方式，
填补了农村道德教育的空白，迈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王安白说，
曲阜应该把这一活动坚持下来，
不能搞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他相
信，如果能够切实将儒学进乡村
活动做到实处，广大农民一定会
受益匪浅。

全民儒学，曲阜的大工程

显然，曲阜当地政府是希望
在向全民推广儒学方面做出一
些动静的。

早在2012年8月，曲阜已依托
675所彬彬有礼学校，对64万曲阜
市民进行了儒学教育，截至今年7
月底，已经完成了一次教育普及。

“之所以推出‘百姓儒学工
程’，就是要让儒学经典教育不仅
覆盖城市居民，而且还要向405个
村庄延伸，让近50万农民也能接
受儒家经典培训。”曲阜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岳耀方说，尽管目前曲
阜市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下一步，他们会进行具体的细
化和完善。

据介绍，自从9月份官方发出
招募“百姓儒学”志愿者讲师的公
告后，当地已有80余人报名，加上
此前彬彬有礼学校的上百位儒
学讲师，讲师储备力量愈发充足。
其中，不仅有曲师大孔子文化学
院副教授宋立林这样的儒学专
家，也有曲阜实小德育处主任孔
为峰这样的普通教师。

曲阜市旅游局副局长孔国
栋认为，曲阜市实行“百姓儒学工
程”，通过乡村儒学课堂的方式向

广大村民普及儒学知识，只是整
个工程迈出的第一步。“只依靠课
堂上的学习难免枯燥和单一，下
一步我们将推出参与性强、趣味
性足的活动，让村民在课堂外接
受儒学。”孔国栋说。

在曲阜的计划中，今年10月
下旬将推出首届百姓儒学节，开
展《论语》进万家、百姓朝圣、师生
节、优秀家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等系列活动。此外，曲阜还打算
启动“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
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
等一系列配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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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举荐“乡贤”，补充讲师力量

“目前在10个乡村儒学试点
村庄，我们主要依托高校教师和
儒学专家学者，但从长远考虑，
若要覆盖全市400多个村庄，师
资力量还有待完备。”曲阜市宣
传部副部长岳耀方说，儒学专家
的授课虽然专业水平高，但有时
候难免会出现理论性偏强、不贴
近农民生活的问题。此外，志愿
者讲师进村授课，也耗费不少人
力和财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曲阜市下
一步将大力推进“乡贤选师”的
工作进度。“我们依托对儒家文

化有了解的各乡村德高望重的
村民、离退休教师和干部资源，
通过村民的选举，在每个村庄推
选一名乡贤教师。”岳耀方说，乡
贤教师对所在村庄情况了解翔
实，便于根据村庄特点进行针对
性授课，在教学方式上也更接地
气。同时，这也可以从根本上解
决巨大的人力成本。

如何保证这些“乡贤”能吃透
儒学的精髓？岳耀方说，他们会邀
请儒学专家学者对乡贤教师每
月培训一次，随时了解村民的学
习需求，并对教学方法和内容进

行指导。
为保证教育质量和课程的

连续性，目前，曲阜市正在邀请
专业力量制定教学大纲，使乡村
儒学培训能够有纲可依、有法可
循。同时，曲阜市正在编订便于
农民学习的《论语教育手册》，18

万册手册将尽快发放到每户村
民手中。手册内容将围绕什么是
孝道、什么是好人、怎样做个彬
彬有礼的人三大内容，以形象具
体、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阐述和
诠释。

本报记者 姬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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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7点，曲阜吴村镇峪西
村的小广场响起动感十足的舞
曲。在这个远离城区的村落，这并
不常见。村民三三两两地被吸引
过来。

“今天晚上，儒学专家来为大
家讲课，村民们赶快到小广场集
合。”村里的扩音喇叭传来村干部
的吆喝。这一天，是峪西村首堂儒
学课堂开讲的日子，来自曲阜市
导游服务公司的资深导游李学
新，将为村民们讲解孔子和他的
儒学经典。

7点40分，一片掌声过后，李
学新正式登台开讲。近百名村民
注视着这位城里来的儒学讲
师。

“首先，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吧。孔子有个徒弟名字叫子贡，子
贡习武出身，认为自己是全天下
最厉害的人。”李学新接着说，为
了展示自己的能耐，有一天，子贡
头上插了两根野鸡毛，嘴里别着
两个野猪牙，披着一张狗熊皮就

去见孔子。“他这身装扮就是在向
孔子示威啊！”听李学新如此一描
述，台下已是一阵哄笑。

李学新话锋一转说道：“对
这样的人，孔子是怎么说的呢？
他对子贡说，做事一定要沉着
稳重，如果不改掉鲁莽自负的
毛病，必定不得好死。”

讲到孝敬老人时，李学新突
然抛给听课的孩子们一个问题。

“哪个小朋友知道爸爸妈妈的生
日？”“没人举手，我可要点名喽。”
说着，李学新指了指站在第一排
听课的9岁的李文超，“你来回
答。”李文超想了十多秒，不好意
思地摇了摇头。

“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如
果在他们生日那天送上祝福，他
们一定非常感动。”李学新说，对
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才是真正
的孝。

一个小时里，除了五六位村
民离场外，绝大部分听众坚持到
了最后，李学新松了一口气。

村民在听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在率先提出“有教无类”的孔子故里曲阜，一场新的儒学下乡运动正在推
进。日前，曲阜确定10个村庄为试点推进“百姓儒学”工程。在这项工程中，讲师
是精通儒学经典的专家、教师、乡贤，学生则是千千万万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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