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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老街风貌

留住活态历史

漫步于“运河记忆”历史文

化街区，古朴典雅的建筑依河而

建，鳞次栉比的沿街商铺充满了

烟火气，一砖一瓦浓缩了济宁的

历史与风情。

济宁方言小贴纸、李白手绘

表情包明信片、李小白文创IP书
签……走进位于运河南岸街的

些好商店，陈列着各种有趣的文

创产品，蕴藏着最具济宁特色的

传统手造，地道风情。

“盖章不仅是在旅行路上的

记录，更是一种认识城市的新方

式。我平时就对文化感兴趣，来

到济宁一定要打卡盖章，这些盖

章非常精美。”来自上海的李女

士正拿着打卡本盖章，上面已有

各地的“印记”。

“济宁文化以年轻人更喜

欢、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现出

来，将运河文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地方特色小吃等元素巧妙串

联，比如手绘的明信片和43个打

卡盖章。”“运河记忆”历史文化

街区项目负责人乔为家说，“南

池荷净”“太白晚眺”等任城古八

景以及其他富含济宁特色的文

化符号，通过传统印章的形式展

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自

己的家乡文化，为自己的家乡感

到骄傲，让全世界的人都爱来济

宁逛街，让运河文化继续传承和

发展。

“‘运河记忆’是省级示范步

行街区，这是外地人来济宁的第

一扇门，推开街门，就是家门。”

乔为家坦言，在这片水域面积

3 . 2公顷，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涵盖了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东大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太白楼、天井闸，还有老运

河原生的古迹、古街、古树。为延

续街区生活氛围，留住活态历

史，让繁华热闹在古城重现。“创

立了运河夜校，开设30多门课

程，每年有5万名年轻人在工作

之余来这里习得一技之长，为自

己的未来‘储能’。同时，每周六

举行竹竿巷社区·邻里生活节，

百余个摊位，有3000余人次参

加。发掘文化街区潜力，开展运

河婚礼、运河音乐会、运河遛狗

节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依托穿城而过的大运河，

立足本地传统文化，在不破坏传

统街巷尺度和风貌前提下，采取

‘以留为主、改建结合’的更新方

式，设计出独具济宁特色的相声

船、烤地瓜围炉音乐会、古运河

研学游等文旅产品。”乔为家说，

将街区打造成为民俗风情的集

萃地、特色旅游的承载地、城市

休闲的目的地和展现“济宁运河

之都”的文化会客厅。

传承运河文化

老街区焕新机

从小闸口登船而上，驶过好

运湾，前行至大闸口，泛舟在运

河上，除了可以看电影、听相声、

脱口秀等，还能随处可见含有济

宁特有的运河文化和太白文化

元素的3D投影，以三维成像、感

应灯光秀，运河美景“一网打

尽”，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

的生机活力。

“‘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

将灯光、文化有机结合，增强文化

黏性，打造具有济宁特色的运河

夜游，让游客在现代光影技术的

震撼体验中，传承运河文化，感受

运河文化的厚重。”乔为家说。

一河揽千年，文脉通古今。

如今，“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

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历史文

化空间，显现了千年运河城市的

独特风韵。游客可以漫步在石板

路上，看河里画舫往来穿梭，吹

一吹李白吹过的晚风，感受济宁

这座极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古韵悠悠，今风飞扬，“‘运

河记忆’文化街区较好地秉承了

‘保护+文化+商业’的开发运营

模式，既强化保护理念，也注重

做好历史空间的活化利用，立足

文化内核，推出各类沉浸式文化

体验，通过烟火气点亮夜经济。”

乔为家认为，历史街区的保护要

坚持保护和利用统筹，既要保护

好老街区、老建筑，也要结合地

方历史文化特色，发展现代产

业，使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 丰家雷

有一则小故事很是耐人寻
味。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
主芬森晚年想培养一个接班人，
在众多候选人中，芬森选中了一
名叫哈里的年轻医生。但芬森担
心这位年轻人不能在十分枯燥的
医学研究中坚守。有人向芬森提
出了一个建议：让别人假意高薪
聘请哈里，看他会不会动心。

然而，芬森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说：“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
哈里出身于贫民窟，怎么会不对
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定要
设置难题考验他，一方面要给他
一个轻松的高薪工作，另一方面
希望他选择拒绝，这就要求他必
须是一个圣人。”

最终，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
若干年后，哈里成为丹麦著名医
学家，当他听说了老师芬森当年
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事后，老泪
纵横地说：“假如当年恩师用巨大
的利益做诱饵来评估我的人格，
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因为当
时我母亲患病在床需要医治，而
我的弟妹们也等着我供他们上
学。如果那样，我就没有现在的成
就了。”

每当读到这个故事，总是感
慨万千。大科学家芬森是洞悉人
性的。人不是神，人性是经不起考
验的。正如作家东野圭吾所说：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

是太阳，二是人心。在人性面前，
人们总是渺小的存在。”

社会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复
杂而多面的。对于人而言，既有社
会属性，又有个体属性；既有“天
使”本性，又有“魔鬼”基因；既有

“善良”的美德，又受“罪恶”的趋
从。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
概全。“人是善恶同体的兽”，这句
话也是不无道理的。

考验人性，本身就是一个伪
命题。欲望是人的天性。善恶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欲望的控
制。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这是人类道德追求的崇高境
界。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是难以做
到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曾说过：“若没有法律，人就是最
坏的动物；若权力不受约束，官员
就是最坏的群体。”在社会管理科
学中，我们一方面要教育引导人，
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培养良好
的道德情操，弘扬关心他人、无私
奉献的精神，以理性驾驭欲望，摒
弃见利忘义的私欲行为。另一方
面，要根据人性的客观实际，逐步
建立完善公正公开透明科学的制
度体系。用政治、经济、文化、道
德、法律等多种措施来达到惩治
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目的。

新闻中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故
事。一对年轻夫妻感情很好，生活
也很幸福，但妻子仍不放心丈夫的
忠诚度。于是她设计了一场“戏”，
让自己的闺蜜出马，考验丈夫是否

花心。一天晚上，妻子“出差”在外，
闺蜜“偶遇”丈夫，可是他们俩不幸
双双中招，睡在了一起。

结果是丈夫成了前夫，人家
成了夫妻。平静而美好的生活碎
了一地。

无谓的考验人性是愚蠢的。
用自以为是的手段去考验别人，
其实就是与人性为敌，就是在人
生路上自己挖“坑”自己跳。变相
的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没有
矛盾制造矛盾，没有敌人把朋友
变成敌人。

人非圣贤，皆有弱点。善恶同
体的人性是用来度过美好人生
的，不是用来做无谓考验的。

古今中外皆同，绝无“特色”
之别。你看，《西游记》里的唐僧，
经过了若干次层层考验，美色、财
富、地位. . . . . .众多诱惑都没有动摇
这位高僧西天取经的决心，但这
毕竟是极其个别的，况且这些故
事本身都来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的神魔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对于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
就是非常明智的。贞观初年，有人
上奏请求清除朝中奸臣。太宗皇
帝说：“我身边的都是忠臣，你说
怎么样才能区分忠奸呢？”上奏者
说：“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
臣，如果能够不畏陛下盛怒，仍敢
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而顺
从陛下的喜怒，曲意迎合的人就
是奸臣。”太宗说：“君臣之间应当
光明正大，我做帝王是想以信义

立于天下，不能用欺诈的方式考
验臣下。”

要求别人是圣人，自己一定
能做的到吗？提建议的这个人看
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不是典
型的钓鱼执法吗？“政府若器，民
众若水”。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
什么样的朝廷，就会带出什么样
的民众。民风不正，世风日下，一
定是君王那里出了问题。一旦皇
帝用欺诈的手段考验大臣，那么
大臣们必定整日惶恐不安，很快
就会形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
风气，到了那种极度透支信任的
状态，再想回归风清气正、政通人
和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了。

人性是脆弱的。刻意利用人
性中固有的弱点来考验人性，本
来就是不符合逻辑的，收到的必
然是大失所望。

与其纠结“人性能否经得起
考验”，倒不如实事求是地认清人
性，努力发掘人性中“善”的因子，
极力避免产生“恶”的条件，创造
出弃恶扬善的环境，建立起向上
向善向美的体制机制。

如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美
好，文明的阳光才会更多地洒向
人间，世界才将充满人性的光辉。

(作者丰家雷，现任济宁学院
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作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
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
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
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文
章作于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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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

古韵今辉，运河两岸涌新潮
孔媛媛 济宁报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一条运河，灵动了济宁，也积淀了济宁，千年间南来北往的舟楫，催生出了运河文化。

济宁因河而兴，依河而建，因商而荣。济宁突出文化特色，挖掘运河文化的内涵亮点和特色，加强传承
和创新，以古运河为主线，打造出文化“两创”示范点———“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一河两岸、三街
六巷、四馆五点”的生动景象，让运河这条流动的千年文脉更具生机与活力。

运河畔的传统文化表演吸引游客们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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