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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社区国学讲堂”名士豪庭二居开讲

家家门门口口听听国国学学，，不不亦亦乐乐乎乎

修修身身

养养性性

正正心心
主父志波讲述

国学之“大用”

本报1 1月9日讯 1 1月 1日，由

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张
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名士豪
庭 第 二 社 区 居 委 会 联 合 举 办 的首期

“社区国学讲堂”正式开讲，并已进行
了两场讲座。来自山东政法学院传媒
学院的讲师主父志波先生，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国学”的渊源与大用；来自
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康
廷山先生，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与鲁
国的历史及相互的渊源，向社区居民
娓娓道来。几十位社区居民在家门口
就听到了国学知识，纷纷点赞。

“咱们这个社区很大很美，真是‘庭
院深深深几许’……”主父志波简单几句

开场白，就把听众带入了一种悠远的意
境。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主父志波从

“国学”的缘起、国学对今人的大用以及
辩证地学习和运用国学等方面，把与国
学相关的知识娓娓道来。从孔子的“礼运
大同”，到庄子的“无用之用”，从张之洞
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传统文化复
兴的“中国梦”，一幅国学意蕴浓厚的画
卷徐徐展开。

“今天我们在社区上了第一堂国学
课，大家都来学国学，这是很好的。”在第
一场讲座上，社区居民王统立说，他与妻
子、儿子一起聆听了讲座。首场讲座的听
众虽然不少，但是全程秩序井然，不少人
还认真做了笔记，展示了尊师重道、热爱

文化的可贵境界。还有好几对“母子档”，
多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听讲座。也有不少
老年人前来听讲座，他们的人生经历丰
富，思考也更加深入，对讲座的内容产生
不少共鸣，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首期“社区国学讲堂”系列讲座的前
前后后，来自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和
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的工作人员，以及山
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青协的志愿者们，为
讲座的顺利进行做了悉心准备。听完讲座
后，有居民表示远没有“过瘾”，希望以后的
讲座中更多地讲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既
能听懂，还能学以致用，有益于自己和家
人、亲友的身心健康、和谐幸福。

为满足社区居民提升文化品位、丰

富精神生活的需求，建设书香社区、增强
社区文化氛围，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
服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特开展了
首期“社区国学讲堂”活动，邀请具备相
关国学功底的老师进社区与居民面对
面，交流国学知识。

首期讲堂预计有10讲，将于每周六
上午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开讲。
欢迎广大社区居民为您和您的孩子(包
括但不限于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居
民)报名。为保证课堂效果，每次讲座限
4 0 位 听 众 ，先 到 先 得 ，赶 快 拨 打 电 话
15726148701(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
会)咨询报名吧!

““社社区区国国学学讲讲堂堂””欢欢迎迎您您点点题题
想听什么，您请说；想上讲堂开讲，欢迎您来

本报11月9日讯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
生活中，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了，但
对传统文化知识、优质精神食粮的需求，
显得越发突出和急切。我们深知，回应和
满足居民对传统文化的企盼，正是我们努
力的重要方向之一。我们期待，通过“社区
国学讲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向社区居

民讲授国学相关知识，用传统文化中的精
粹滋养你我的心灵、安抚那些焦虑不安的
情绪，让传统文化的营养，帮助你我更好
地生活、学习和工作。

如果您想让我们的“社区国学讲堂”
走进您所在的社区；

如果您有特别想听的国学相关知识；

如果您对国学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和感悟，愿意与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受益；

如果您有国学相关的书籍和影音等
资料，愿意捐赠给社区；

如果您对“社区国学讲堂”有什么建
议———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告诉我们。您可

以发送邮件到qlwbdpc@163 .com，留下您
的意见和联系电话，我们将尽快与您联
系。欢迎您与我们一道，为“社区国学讲
堂”出一分力、添一分彩，让传统文化温暖
和滋养更多的人……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肖龙凤 通
讯员 高燕

齐齐风风鲁鲁韵韵 源源远远流流长长
康廷山讲述齐鲁之邦的历史渊源

山东为何被称为“齐鲁大地”？春
秋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是一种怎样
的关系？8日上午，首期“社区国学讲
堂”第二堂课上，来自山东大学儒学
高等研究院的博士生康廷山先生对
社区居民一一道来。作为身处齐鲁之
邦的山东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
两个诸侯国的历史以及其对我们今
天的生活的影响。本次讲座主要围绕
齐鲁两国建国、灭亡及相互之间的恩
怨，齐桓公如何成就霸业，孔子、孟子
的生平及政治学术活动，田氏代齐，
三桓分鲁等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来
与大家共同解读齐鲁两国的历史。

姜太公吕尚与周公旦都为周王
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周
武王伐纣灭商后，大封诸侯，分别将
两人封在了齐与鲁两地。自此后数百
年间，两个诸侯国一直屹立于齐鲁大
地上。齐国虽然几易都城，但基本上
都在今天的淄博一带。而鲁国则是以
曲阜为都。两个国家分别位于今天山
东省的南北两方，仅有一山之隔(天然
屏障——— 泰沂山脉)。可以说自建国之
日起，两国就注定是一对邻居。正是
这种地缘关系，将两国的历史扭结在
了一起。两国公室之间曾多次联姻，
例如鲁桓公的夫人就是齐襄公的妹
妹，齐釐公也曾娶鲁女(即与齐桓公争

位的公子纠之母)。而两国之间也曾经
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争和边
境冲突。如中学课本中所讲到的《曹
刿论战》就是出自齐鲁长勺之战。两
国在共处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恩怨不
断。

但是因为立国理念的不同及地
理位置的差异，两国走上了截然不同
的两种道路：齐国自齐太公姜子牙
起，便很快因地制宜，适应了齐地的
风俗，重工商，通渔盐之利，不断扩张
国土。后来齐桓公即位后又任用管仲
为相，更是成就了一番霸业。齐国也
不断依仗自己强大的实力蚕食鲁国
国土。而鲁国则始终是坚守周公所制
定的那套礼乐制度，未能适时作出调
整，过于中庸，以致国土日渐缩小，后
来为楚国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始终都是当时
最主要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齐国有闻
名遐迩的稷下学宫，鲁国更是孔、孟二
圣的故乡。然而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风格。
齐学掺杂着浓厚的神学色彩，更加玄
妙；鲁学则注重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比
较务实。两种不同的学风对后世学术，
尤其是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
这种差异也与两国自然环境及政治形
势息息相关。

“原来我以为国学主要指的是儒
学，今天听了才知道，国学的内容是更
加丰富多彩的。”一位社区居民表示。
在1日的讲座中，主父志波先生的讲
解，让不少居民恍然大悟，也引起了他
们的共鸣。

主父志波先从《周礼》《礼记》等的
相关文字，介绍国学在中国古代最初
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
学”相当。后来，国学的内涵渐渐演变，
特别是近代学人曾提出了“研究国学、
保存国粹”的口号，使“国学”逐渐具备
了现代的意义，“国学，简单地说，就是
本国的学问，即中国固有之学，相当于
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学单纯地
看成是儒学。”主父志波认为，国学如
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分为
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
技；如果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可分
为四类:经、史、子、集。如果按照现代
学科分类，可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医
学等。

“何谓有用，何谓无用？老祖宗留
下的房子，大家都想继承；但是老祖宗
留下的精神文化呢？有几个愿意积极
去继承的？”主父志波的一番话让居民
陷入了沉思，“对于国学，很多人好像
只知道小用，而不知道大用……就像
庄子所言，‘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
无用之用也’。”

主父志波认为，国学的一大用处
就在于，能够修身、养性、正心。

《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儒家的

“心”，是指“仁心”，孔子说人皆有恻隐
之心，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都要有同情
心、爱心。宋代理学家程颐说修身养性

“莫先于正心诚意”。孟子告诉我们要
有浩然之气。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致
虚极，守静笃”，守住一颗自然的心。

关于养生，主父志波建议老年人
不要过度依赖保健品，要加强内心的
修养，“许多传统典籍给我们提供了启
示，只有精神健康，身体才能健康。”主
父志波介绍，文学作品中也有养生之
道的相关知识。如汉代枚乘的一篇大
赋《七发》，其中就有这么几句:“纵耳
目之欲，恣肢体之安，伤血脉之和。”这
也言中了现代人健康问题的所在。

此外，国学对于如何处理与自然
的关系，也有一些有益的知识。道家给
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的方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我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
时，要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人与
自然要保持和谐，这点很符合今天的
和谐社会。我想和谐社会不单单指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有人与自然的
和谐，因为人是从自然中来的，残害自
然就相当于残害自己的母亲。”主父志
波说。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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