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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雅乐》全球首演，主创唐建平揭秘背后故事

中西音乐多元合璧 绘就美美与共画卷

记者 王保珠 通讯员 王泽斌

近年来，成武县白浮图镇聚焦乡村振
兴，赋能乡村发展，坚持品牌兴农，立足自
身资源优势，打造了以中温棚芸豆为龙头
的产业集群；依托“双阳”农副产品加工基
地，带动了豆角、辣椒、甘蓝、菠菜等特色种
植，实现一年四季“菜篮鲜”，产供销售一条
龙，推动了白浮图镇农产品从“土特产品”
到“品牌产品”的转变。在种植模式上，按照

“规模发展、集中推进、连片种植、整体提
升”的发展思路，一步一步地把工作做实做
牢，实现了产、供、销全产业链良性循环，有
力地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彰显
了镇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近日，单州水晶城小区的王先生来到
单县南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服务
大厅，通过这里的自助一体机缴纳了电费、
燃气费，顺便查询了一下个人社保。单县南
城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基础上，结
合周边文明实践公园、广场、一条街等文明
实践基地以及爱心商家、爱心超市、政务大
厅等，按照阵地融合、服务融畅、资源融聚
的“三融”工作模式，打造出新时代文明实
践综合体。“阵地+服务＋资源”的“三融”
工作模式，有效整合了各类服务阵地、融合
了各方社会资源、调动起各方力量，构建

“政务服务+文明实践+志愿组织+爱心商
家”一站多点式的综合服务模式和全方位、
多维度、多功能的志愿服务网络。（王晓兰）

声明：山东康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号码3701057268489）不慎遗失公章，此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成武县白浮图镇
聚焦乡村振兴赋能乡村发展

单县文明实践综合体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文/片 记者 陈丹 片康岩

9月27日晚，2023中国(曲阜)
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暨第十八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
奖”颁奖典礼结束后，《尼山雅乐》
全球首演，这是国内首部将中国
音乐风格与西方交响音乐结合，
兼容风、雅、颂之精神和形、意、
神、韵、情等中国音乐风格特点的
创新作品。

该作品以尼山为根，以雅乐
为魂，以交响乐为语言，共包含天
生光明、仁爱之风、礼行天下、风
雅和鸣、美美与共、和合大同6个
乐章，绘制出一幅“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壮丽人文画卷，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标志性大
型音乐作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对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必将起到更加
积极的推动作用。

“雅乐是中国音乐最重要的代
表。它庄严、肃穆，包含着人类的想
象、次序，具有强烈的震撼感。”中
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尼山雅乐》主
创唐建平介绍，他加入主创团队很
兴奋、很感慨，“我的第一部有影响
力的作品是琵琶协奏曲《春秋》，就

是为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所作的。
一推出就很受大家认同。”

再次创作与孔子相关的音乐
作品———《尼山雅乐》，唐建平说，
他始终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成就
的崇敬、热爱和追溯之情。在《尼山
雅乐》中，他借鉴了巴赫《24首前奏
曲与赋格》中的第一首前奏曲。“这
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文明不能交流
融合，只要找到它的特点、规律，就
能在交流互鉴中形成新的力量。”

在演出现场，乐队采用三管
大型西洋管弦乐队编制，创新性
纳入中国传统乐器组成的“雅”乐

队，再加上合唱团，复合多元，实
现了中西合璧。6个乐章的规模铺
陈出宏大的音乐叙事，排箫、编
钟、大提琴、小提琴等几十件中、
西代表性乐器相契相合，碰撞协
奏中，绘出一幅“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壮丽人文画卷。

“音乐恢弘磅礴，堪称关于中
华文明的交响史诗。”湖南游客李
丽聆听《尼山雅乐》后非常震撼，

“音乐时而庄严肃穆、时而倾心燃
情，也许只有在济宁曲阜、在尼山，
才能听到这样悠扬的交响乐。中西
乐器的混搭，也让人十分惊喜。”

13亿字、4000多册，山东历史上最大的文献编纂———

《齐鲁文库》立起新时代“文化泰山”
记者 张向阳

9月27日，大型文脉工程《齐
鲁文库》首批成果发布仪式在
2023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开幕式上隆重举行。

《齐鲁文库》是山东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文献编纂出版项目，是

“山东文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全面研
究、保护、辑录和整理出版山东历
代传世文献，逐步扩展至山东现
代文化研究，充分挖掘齐鲁文化
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价值优势，成
为齐鲁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
大成之作，成为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检验的重大传世文化工程，立

起新时代山东“文化泰山”。
《齐鲁文库》分典籍、研究、史

志、人物、文物、文学艺术、山水、
科技、红色文献九编，成书规模约
13亿字、4000多册，其中，影印部
分约3400册，整理研究部分约600
册。

按照整体编纂、先易后难的
原则，编纂出版工作共分两步实
施：2022年启动，2028年前推出
2600余册，形成重要阶段性成果；
2029年至2032年陆续推出其他编
纂书目。

同步对纸质书进行数字化加
工，形成《齐鲁文库》数字版，提供
古籍展示、阅读、检索、在线编校
等功能，建成齐鲁文化数据库、齐

鲁文献资料库、齐鲁文献数据库，
提升《齐鲁文库》的实用性和综合
价值。

同时，挖掘、提取具有代表性
的齐鲁文化元素，开发蕴含齐鲁
气派、展示山东形象的《齐鲁文
库》文创产品、IP衍生品，赋予古
代典籍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形式，提高《齐鲁文库》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

目前，《齐鲁文库》典籍编、红
色文献编、史志编已召开编纂出
版启动会议，此次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上推出第一批典籍编100册、
史志编20册、红色编50册，共170
册出版成果。

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的“山东手造”展示区，一款以国
家级非遗山东高密聂家庄泥叫虎
泥塑为设计原型的文创产品“尼
尼虎”，受到海内外嘉宾青睐。“尼
尼虎”对传统泥塑进行现代
设计，增强了传统非遗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

9月26日至28日，以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 加强文明交
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为主题的第九届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在孔子故里山东
曲阜举行，论坛期间还举办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推
介以及“山东手造”展示展
销等系列活动。

作为孔孟之乡和儒家文
化发源地，山东近年来充分
挖掘丰富独特的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在“孔府印阁”电商店
铺，一款造型精细圆润、栩
栩如生的萌版印章———“十
二生肖黄铜印章”持续热
销。“这个产品上面的印钮
是十二生肖造型，既是印
章，也可以当作挂件或钥匙
扣，迎合了现代年轻人的口
味。”孔府印阁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鹏介绍。目
前，孔府印阁的篆刻印章产
品走俏市场，每年1000多
万枚印章从这里发往各地，
去年销售额近2亿元，还成
功入选“山东手造·优选
100”名单。

去年以来，山东依托非
遗或传统工艺探索文化活态
传承新模式，全域推进“山东
手造”工程，全省手造企业和
经营业户已达119万家，直接从业
人员350余万人，成为文化产业新
的增长点。

据统计，2022年山东省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达3044家，较
上年增加262家，实现营业收入
6500 . 9亿元，传统文化富矿正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作为中国知名的“桃木雕刻
之乡”，山东泰安肥城市依托传
承千年的桃文化内涵和丰富的
桃木资源，积极开发桃木工艺产
品，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目前，肥城桃木雕4000多
个品类畅销海内外，全年桃木产
业销售收入突破20亿元。”肥城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任力说。

目前，山东已经形成一批乡
村非遗龙头品牌，不少
非遗项目成为吸纳村民
就业和带动村民增收的
重要载体。临朐县初步
形成规模的非遗就业项
目有60余个，从业人员
达5000多人，年人均增
收4万元；在费县，手绣
传承人卞成飞建成非遗
精准扶贫培训基地，带
动300余名妇女和残疾
人实现就业脱贫。

在山东，传统文化
也涵育着社会文明新风
尚。每天清晨，曲阜市小
雪街道武家村的党员志
愿者都会去村里孤寡老
人家中问候，帮老人打
扫卫生、做早饭。这一

“相约黎明”志愿服务活
动已经坚持了4年。武
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
说，他们将“爱、诚、孝、
仁”等与乡村治理结合，
常态化开展百姓儒学
节、“善行义举四德榜”
评选等活动，向上向善
的村风悄然形成。

“子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曲阜市
鲁城街道南池社区儒学
讲堂座无虚席，每周一
场的“一起学《论语》”活
动如期开展。南池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
杨峰说，用群众听得懂
的语言讲传统文化，社

区还将儒学讲堂活动进一步延
伸，通过诵读比赛、线上竞赛等
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群众
生活。

据介绍，山东已建成154个
尼山书院，2 . 4万个乡村、社区
儒学讲堂，探索出“图书馆+书
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儒学
讲堂”等传承普及模式，在大中
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70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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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交响乐《尼山雅乐》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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