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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专章论述齐鲁文化内涵，让人耳目一新

““回回答答是是什什么么比比怎怎么么办办更更重重要要””

山东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孔子、
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现代以来，山
东形成了红色文化。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齐鲁文化特别重
视经济发展。社会主
义的基本目标是共同
富裕。齐鲁文化一直
传承着天下为公、以
民为天的大同理想。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是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齐鲁文化很早就
倡导以人为本、人皆
可为圣贤等尊重个
性、鼓励创造的理念。
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是公平正义。齐鲁文
化始终强调仁者爱
人、强不执弱的精神。

齐鲁文化有包容
互鉴、慎思笃行的科
学精神。

齐鲁文化在国家
治理方面有德法互
济、讲信修睦的基本
主张。

齐鲁文化中有崇
尚气节、自强不息的
爱国精神。

齐鲁
文化

本报记者 李钢 王光营

>>现象：

物业上班前，先读弟子规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
同载……”27日，尼山书院位于济
南鲁能领秀城的社区儒学讲堂，
记者刚进门就听到了读经声。

著名传统文化研究者郑谦和
正在讲授《弟子规》，但周边坐着
的不是小学生，而是社区的物业
管理人员。

“我们希望通过让员工学习
传统文化，使社区更和谐。”鲁能
地产客服经理崔伟告诉记者，在
这里朗诵一段传统经典已经成了
员工上班前的惯例。

在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
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看来，

“传统文化热”已经涌现。
“现在一个班里有12个学习

书法的，还有4个学生学习国画。”
对于“传统文化热”，山师附小的
专职书法老师赵娜有切身感受，

“随着近几年传统文化的兴起，学
习书法的孩子越来越多，有的班
里占到了三分之一。”

>>尴尬：

弘扬传统文化常有误区

“传统文化热”固然值得高
兴，但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偏差。

“不排除有些机构弘扬的传
统文化中有些不合时宜的内容。”
曾振宇举例说，现在广泛宣传的

《二十四孝》中有的内容并不是完
全继承孔孟的儒学思想，在今天
看来，并不是很适合。

曾振宇说，现在很多地方会
悬挂二十四孝图，其实二十四孝
是明清时代才有的，里面有不少
糟粕，“就像郭巨埋儿奉母，现在
能学这个吗？要是那样，这不是丧
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力吗？”

“孔孟讲的孝，讲究父子人格

平等，讲究父慈子孝，但是在后来
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服从。”这在曾
振宇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省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
长杨朝明认为，“一说传统文化，
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很模糊。”

在杨朝明看来，对当下的传
统文化热或者说国学热应该有一
个清醒的头脑，“如果被表面化、
功利化的东西占据，可能会对弘
扬传统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就
齐鲁文化进行了阐释，具有独特

意义。”杨朝明说，山东在弘扬传
统文化方面应该走在全国前列。

>>建议：

整合资源，建儒文化中心

对于如何才能在弘扬传统文
化方面“走在前列”，杨朝明先提
出了一个“建议”：我省应利用好
孔子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除了
孔子祭祀、纪念等活动，还要在挖
掘“孔子与中国教育”、“孔子与中
国文化”内涵上做好文章，使之作
为“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
优势”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充分发挥孔孟之乡的优
势，曾振宇建议将曲阜、邹城、苍
山、嘉祥、平邑、章丘、滕州、济宁、
沂南、临沂、泰安、宁阳、泗水、德
州这一地区的儒家文化资源，进
行科学的规划与整合，制定切实
可行的文化产业规划，打造出一
个“儒家文化中心”。

在学校教育方面，省人大代
表、平原二中年级教研组长宫跃
喜表示，虽然不少学校开设了传统
文化课程，但由于没有纳入考核之
中，在具体落实上还存在不少问
题，如总体授课时间不足、师资匮
乏等。

“应该将传统文化纳入整个
教育体系，进行适当考核。”宫跃
喜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实施
细则，规范校内的传统文化教育，
将其作为教育体系的一个部分。

一一个个班班三三成成孩孩子子学学书书法法
代表委员热议传统文化如何让山东“走在前列”

弘扬齐鲁优秀传
统文化，必须研究制
定整体规划，开展本
土文化资源普查，加
强对重大项目的研究
论证。加快曲阜文化
经济特区规划建设，
搞好优秀传统文化宣
传普及，实施文化经
典数字化工程。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推进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免费开放。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组织实
施“乡村记忆”工程，
逐步在每个镇村都建
立起自己的文化活动
室和历史纪念室。

传统文化外，还阐释红色文化

打开省政府工作报告第18页，看不见公文风
格的“第一、第二、第三……”，也看不到每段开头
的对称句式。

“报告文风新颖，让人耳目一新，这在论述齐鲁
文化的部分尤其明显。”1月27日，省政协委员、百
替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孝平说。

李孝平注意到，论述齐鲁文化的部分有七个
自然段，只有最后两个自然段是部署工作，前五个
自然段都是解释性的，讲齐鲁文化是什么。

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有更深的
感受。1月11日，郭树清主持召开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座谈会，涂可国是会上的6个发言专家之一。

“回答是什么比怎么办还要重要。”涂可国说，
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可如果弄不清传统文化是什
么，哪些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从何谈起？所以
政府工作报告用大量篇幅解释齐鲁文化的内涵。

“报告不仅仅着眼于传统文化，还对近现代以
来逐渐形成的红色文化进行了挖掘和阐发。”魏荣
庆注意到。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孔府
同专家学者代表座谈时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
想要坚持古为今用，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
积极作用。

“报告中齐鲁文化的部分完全符合这一思想，
社会主义文化与齐鲁文化如何结合，报告中基本
讲清楚了。”对齐鲁文化饶有兴趣的魏荣庆表示。

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齐鲁文化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基
本目标是共同富裕，齐鲁文化一直传承着天下为
公、以民为天的大同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齐鲁文化很早就倡导以人为
本、人皆可为圣贤、三人行必有我师等尊重个性、
鼓励创造的理念。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公平正
义，齐鲁文化始终强调仁者爱人、政者正也、强不
执弱的人文精神。

“报告中，社会主义文化和齐鲁文化的结合点
把握得非常准确。继承传统文化就是古为今用，从
传统中发掘今日的价值。”涂可国说。

齐鲁文化古为今用是重大课题

“一个班里有12个学习书法的，占班级人数的三分之一，
此外还有4个学生学习国画。”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山师附小
专职书法老师赵娜有着切身感受。

与民间传统文化热相对应的，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专章论述了齐鲁文化资源。对此，代表、委员就弘扬传
统文化，我省怎样“走在前列”提出了一些建议。

文化研究者郑谦和(左)带领大家诵读经典。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报告解读]

1 月 1 6 日上午，莱芜。省
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在此
地调研考察后，专门召开基
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征求对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意见
建议。临沂一中校长李世良
是当时发言的 8 名群众代表
之一。

作为一名中学校长，李
世良的发言一直聚焦于如何
增加高中教育的投入问题。
但看到报告中传统文化的部
分 ，他 的 发 言 也 随 之 转 向 。

“其实我事先并没有准备，当
时不断翻看着报告，感到讲
传统文化的这个部分不仅文
风非常独特，而且特别重要，
心想在正式稿中千万不要删
去。”李世良回忆。

“我曾做过多年语文教师，
平时教学之中，可以说每天都
会接触传统文化。发言转到传
统文化上，可能是因为作为一
名语文老师下意识地要说出
来。”李世良说。

当时，听了李世良的发言
后，郭树清告诉他，起草政府工
作报告的过程中，这个部分的
确是思考较多、争论比较激烈
的地方。

保留，还是删去？李世良觉
得，自己的意见可能引起了省
长的重视。“我坚决主张保留，
至少是站在一个语文老师的立
场上。”

本报记者 高扩

报告征求意见

校长挺文化章节

报告原文 专家解读

省政府工作报告一共八个部分，除第一部分“工作回顾”之外，第七
部分“挖掘和利用好丰富的齐鲁文化资源”篇幅最大。省人大代表魏荣
庆一边翻阅报告，一边对记者说，放眼全国，在历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将“文化”单列一章并占据如此大权重的，尚无第二家。

百姓心声

济南领秀城社区儒家学堂内的读书角。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记者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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