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2022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济宁举
办之际，由任城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与
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
研发指导中心联合研创的“世界非遗仲尼古琴
吟诵古典实景舞台剧《济宁·古任城赋》”，也正
在紧张的编排之中。

这一项目是在喜迎党的二十大，深入落实
文化“两创”要求之际，而打造的献礼之作，也是
深入发掘济宁及任城文化资源，探求文化创造
性与创新性的又一次实践。

《济宁·古任城赋》的脚本，由国际儒联顾问
委员会委员、曲师大教授、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
化研发指导中心主任骆承烈主审，曲师大国学
院兼职教授董伟执笔词曲，国家二级编剧姜召
军编剧制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该
剧的学术总监制。

该剧以世界非遗仲尼古琴吟诵及古典舞蹈
等实景为主要表现手段，集中展示济宁古老敦
厚的始祖文化、祭祀文化、大儒尚德文化、运河
文化等，通过千年古郡任城的悠久历史，以及重
要的历史事件，描绘新时代任城的人文画卷。

据了解，该剧压缩版时长约为5分钟。第一
部分采用吟诵的手法，配以传统乐器古琴演奏，
展现任城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部分音乐运用
复原的唐宋燕乐，配以古琴、箫、鼓、笙、琵琶、
阮、古筝等民族乐器演奏，与其他8种乐器技术

合成，可谓恢宏震撼，跌宕起伏。
如此精美的创作，是如何孕育而来的？其

源头活水又出自哪里？6月20日，《文化周末》
记者来到了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研发指导
中心，就济宁古任城文化“两创”工作深究探
底。

第三届全国非遗博览会优秀传承人展示奖
获得者、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研发指导中心
理事长任兆海及任城区文旅局文化艺术科负责
人，在向记者展示诸多文创产品时表示，他们在
更加有效地整合高端学术资源，以更多的艺术
形式与物质载体，传播儒学与始祖文化。

任兆海说，这是研发指导中心十几年来研
创工作的根本宗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要求，研发
工作紧扣文化“两创”主题，在“三个点”上动脑
筋，下功夫：

创新思维，寻求文化“两创”切入点。济宁
蕴藏的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儒学与始祖文化得
天独厚。从始祖文化到儒学文化，从儒学文化
到古任城任氏文化，从古任城任氏文化到任城
任子文化，再到任子大儒尚德思想，每个环节都
是切入点的深入，以庖丁解牛的缜密与精准，深
度发掘古任城（古仍国）文化的内涵。2015年到
2017年，研发指导中心首创并连续三年在孔子
文化节期间，成功创办举办“中国·任城任子文

化论坛”，从魂、根、源各方面充分解读了古任城
与任子的“大儒尚德”思想及其“礼乐”学说，步
步深切，每年都有新的进展。

创新境界，探索文化“两创”的启动点。济
宁是孔孟诞生地，孔子和孟子的显现，是东方圣
地深厚的文脉宝藏及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必
然结果。任兆海表示，济宁除了孔孟文化，更有
其特色区域的始祖文化，孕育并发展造就了享
誉海内外的孔孟文化。这一点应该引起地方党
委政府及业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我们要让文
物古迹遗址说话，让专家学者说话，让文献史料
说话。立足“三个说话”，文化“两创”在济宁的
启动就更有地气和底气，也更具说服力和权威
性。

创新表现形式，营造文化“两创”的承载
点。近年来，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研发指导
中心助力济宁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创产品层出
不穷。谈到《济宁·古任城赋》，任兆海表示，第
一步，先以世界非遗古琴吟诵古典实景舞台剧
的形式，落足“卫视网络版”，在海内外展播；第
二步，融入运河文化的研创，精心打造成“济宁
任城古运河多维夜色古典实景剧”，为全市文旅
产业振兴锦上添花。

任兆海介绍，2010年9月，在研发中心筹备
期间，根据市委宣传部安排，与孔子研究院联合
组建了“孔子研究院儒玉精品馆”。2011年底至

2012年初，由中心牵头协调，组建了曾被市政府
确定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珍藏艺术博览中
心。

2014年，研发指导中心参与了山东理工学
院非遗中心儒学馆筹建。2018年，将原中心珍
藏的价值近百万的儒学藏品，捐展中国（曲阜）
教师博物馆，荣获“捐展嘉宾”奖。2021年下半
年，研发指导中心又参与了运河宾馆窗口形象
文化艺术珍品布展工作。

在儒学研发传播方面，研发指导中心紧密
配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助推中国孔子基金
会“《论语》普及工程”，与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先
后出版了《百幅圣像·百句箴言》袖珍版、《百幅
圣像·百句论语》海外版；与市委外宣办、市邮政
局联合研发并出版了高端邮品《孔门七十二
贤》；配合机关党工委召开“全国机关党建工作
座谈会”，编辑了机关内部读本《孔子论政德》；
配合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市文广新局
联合出版了《学论语·倡政德》机关读本及普及
袖珍版等。

2021年下半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与曲师大历史
文化学院、传媒学院，任城区委宣传部、山东瑞
马集团等，历时近两年时间，潜心研发并摄制完
成了中华历史文化外宣纪录片《济宁·任城与任
子》及播映发行工作，进一步助推了济宁任城的

始祖文化、运河文化、任子尚德思想在海内外的
传播与影响，在海内华人中引起更多的关注与
积极反响。

从2015年至2017年，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
化研发指导中心做为活动承办责任单位，与中
国孔子基金会、任城区委宣传部、山东瑞马集团
等联合，连续三年在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节期间，成功创办举办了重大系列活动——“中
国·任城任子文化论坛”，助力扩大了济宁与任
城在海内外的影响。

2016年4月26日“世界读书日”期间，研发
指导中心与济宁市文广新局、曲师大历史文化
学院、市图书馆等联合，为该中心主任骆承烈等
编辑的500万字的《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成功
举行了首发式。

在非遗传承方面，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
研发指导中心潜心研发与传播世界非遗仲尼古
琴文化。从2013年底，组织相关人员，历经数
年，倾力“珍稀琴材‘峄阳孤桐’保护性繁育与世
界非遗仲尼古琴文化综合性研发与应用”课题
的研究，被济宁市政府确定为重点社科项目。
课题组及有关研创产品，相继参加了山东省第
五届文博会、国家第三届非遗博览会，以及2016
年中国（深圳）国际文博会等，并获得国家第三
届非遗文博会“优秀传承人展示奖”。

为加大非遗文化传承力度，济宁市儒学与
始祖文化研发指导中心专门组建了“国学·仲尼
琴苑”，整合民间师资资源，与茶艺文化、太极文
化等捆绑推介展演，相继参加了市政府诸多外
事接待活动，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
专题展演活动，以及全省老科协科普宣传座谈
会的汇报展演等，相继与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济
宁医学院、市老年大学、任城区老年大学等院校
联合，分别组织了不同形式的非遗文化的公益
传播及技能培训。

目前，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研发指导中
心世界非遗仲尼古琴文化的公益传播工作，正
陆续向社区延伸，市及任城区3所老年大学的古
琴传承教学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为济宁古任城文化赋予攀升新高的翅膀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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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荞的梦想实现了，微公益协会给她家送
来了洗衣机。

洗衣机的个头很大，差不多和小荞的个子
一样高。小荞踮起脚尖，探着下巴，才能勉强看
到洗衣机里面的滚筒。滚筒里面是一个亮晶晶
的金属圆筒，四周都是筛子一样的眼儿，让小荞
想起树上的蜂窝。

微公益协会的叔叔和阿姨们教给小荞怎么
操作洗衣机，先把衣服放进滚筒里，再放洗衣
粉，然后再加水，等水加到标线了，就可以拧动
按钮，洗衣机就自动洗衣服啦。

洗衣机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奶奶的眉目里都是笑，笑得下巴都快瘪进

嘴里去了。
小荞想，噫，这声音真像一群蜜蜂在飞呢。
一位姓闫的阿姨问小荞：小荞，高兴不？
小荞说：高兴。
闫阿姨说：来，让杨叔叔给你拍个照片。
闫阿姨说着，递给小荞一块彩色的塑料板，

问小荞：认识上面的字吗？
小荞一字一句地念：我的梦想实现了。
小荞是用普通话念的，声音打着颤儿，听起

来像是要哭的样子。小荞念完，大伙都笑了。
那个端着照相机的杨叔叔说：来，小荞，把这个
牌子举起来，双手举，举得高高的，我给你拍个
照片。

小荞把牌子举起来，她举得很用力，脚尖都
快踮起来了。

闫阿姨在旁边说：小荞，生活美不美？
小荞说：美。
闫阿姨说：大声说出来，再来一次，生活美

不美？
小荞大声喊：美。
小荞喊得真响，把树上的鸟儿都给吓飞了。
咔嚓一声快门声，小荞的笑脸定格在镜头里。
拍完照，小荞放下牌子，走到志愿者叔叔和阿

姨的身旁，想给他们说一声谢谢呢。可是嗓眼里
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怎么也发不出声。
小荞绷着嘴巴，努力不让眼泪淌下来。她把双手
垂立在腿间，给叔叔和阿姨们深深鞠了一个躬。

叔叔和阿姨们摆手说：小荞，以后有什么难
事，你尽管给我们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闫阿姨说着，掏出笔，在一张卡片上写了一
串号码，递给小荞说：这是我的手机号，你有事
给我打电话。

小荞点点头，她仰脸看着闫阿姨，忽然觉
得，她怎么有点像自己的妈妈呢。到底哪里像
呢，小荞也说不清。小荞攥着那个卡片想，如果
我有事找阿姨，我要去谁家给她打电话呢。

这时候，奶奶从屋里出来了，她拿着一个用
高粱秸秆编织的筐子，对闫阿姨说：闫同志，我
怎么感谢你们呢。这是我编的筐子，您拿回家
盛饭用吧。

闫阿姨连忙摆手说：我们有工作纪律，不能
拿群众一针一线。

奶奶愣住了，她瘪了瘪嘴巴，愣怔着说：你们
这是当年八路军的传统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位叔叔插话说：谢谢大娘，心意领了，您
留着自己用吧。

奶奶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要是不嫌
东西孬，就拿着吧。

闫阿姨坚持不要，奶奶涨红着脸，非要他们拿
着。几番争让，奶奶终于把筐子塞到闫阿姨手里。

闫阿姨说：那好吧，我们先拿着，随后再说吧。
奶奶和小荞送微公益协会的志愿者们出

门。他们临上车时，闫阿姨对小荞说：小荞，过
几天我们还会再来看你的。

小荞点点头，看着叔叔和阿姨们上车。车子
鸣了一声喇叭，慢慢就开远了。小荞盯着车愣了
片刻，扭头问奶奶：叔叔阿姨们这是去哪里啊？

奶奶揉着眼说：他们回城里啦。
小荞噢了一声，没再吱声。小荞长这么大，

还没去过城里呢。
城里是什么样子呢？在小荞的想象里，去

城里应该比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路还远吧。

八

小荞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自从微公益协
会给她家送来了洗衣机以后，小荞就在想，我能
为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们做点什么呢？

可是小荞能做什么呢？
小荞想，要不我给叔叔阿姨们唱一首歌

吧。唱什么歌呢？小荞仰脸看着天空，想着叔
叔阿姨们在她家的场景，便不自觉地唱了起来：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
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小荞刚唱了几句，就忍不住想哭了。小荞
揉着眼皮想，怎么又唱出妈妈这两个字呢。

奶奶问小荞：怎么不唱了？
小荞说：沙子眯眼了。
奶奶说：荞，你过来，我给你吹口气就好了。
小荞揉着眼走过去，奶奶弯腰看着她。
奶奶说：哪个眼？
小荞说：左眼。
奶奶扒拉着小荞的眼皮，嘬起嘴，深呼一口

气，吹进小荞的眼里。小荞觉得又痒又舒服，她
使劲揉了一把眼，眼泪却淌得更多了。

小荞哭着说：奶奶，我想妈妈了。
奶奶摊开手，叹着气不吱声。
小荞说：奶奶，我能喊你一声妈妈吗？
奶奶说：你想喊就喊吧。
小荞看着奶奶：妈妈。
奶奶答应：哎。
小荞又喊：妈妈。
奶奶答应：哎。
小荞喊了两声，再也喊不出来了。奶奶搂

着小荞也哭了。奶奶的泪水又黏又热，就像刚
熬出锅的米汤。

奶奶哭完了，摸着小荞的头说：荞，你有奶
奶呢，你有奶奶疼你呢。

小荞擦着眼泪问奶奶：我想给那些好心的
叔叔阿姨们送个礼物呢。

奶奶说：咱家没有像样的礼物啊。那些好

心人说啦，你只要学习好，那就是最好的礼物。
小荞点点头，从书包里掏出课本做作业。奶

奶坐在板凳上，把半袋子红豆放在簸箕里挑拣。
过了一会儿，奶奶说：有了，咱给那些好心

人做个礼物吧。
小荞点点头，奶奶能做什么礼物呢？小荞

看着奶奶从袋子里掏出一把红豆，又掏出一把
白色的豇豆。奶奶把红豆和豇豆分别放在簸箕
里，又去里间屋子里找了一个鞋盒子。

奶奶到底想做什么礼物呢？
小荞看着奶奶把鞋盒子擦干净了，又把白

色的豇豆铺在鞋盒子里。奶奶铺得很整齐，那
些豇豆排在鞋盒子里，就像准备出列的士兵。
小荞正看得出神，奶奶抓起一把红豆对小荞说：
荞，你把红豆排在豇豆上面吧。

小荞说：怎么排？
奶奶说：你识字呢，用红豆排成“谢谢”两个字。
小荞听懂了奶奶的意思。
小荞问：然后呢？
奶奶说：你排完我再给你说。
小荞答应着，捏着一把红豆，一粒一粒地放

在豇豆上面。她排得很小心，可是排出的字却
歪歪斜斜的。小荞排了好几次，反复纠正笔画
之间的横平竖直，终于排出了“谢谢”两个字。

白色的豇豆铺底，红色的红豆压在上面，红
白相间，真是鲜艳。

奶奶说：荞，咱们把排好的豆子在锅里稍稍
蒸一下，豆子鼓胀了，再洒上胶水，这样就做成
礼物啦。

小荞说：奶奶真聪明，你怎么想到做这个礼
物呢？

奶奶说：咱农家院的人，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做礼物了。

小荞对着用红豆排成的两个字，默念了一
遍：谢谢。

这两个字真好听啊。小荞默念了一遍，又
对奶奶大声说：谢谢！

奶奶嘿嘿笑了：谢谢，谢谢……嘿嘿，这两
个字怎么这么好听呢。

奶奶念叨着谢谢这两个字，一副很出神的
样子，她笑得满脸的皱纹都绽开了。

奶奶笑的时候，小荞也跟着笑，小荞笑得咯
咯的，她差点把排好的豆子给弄乱了。这时候，
大门吱嘎一声响，门开了。奶奶和小荞同时探
头看，谁来了啊？奶奶眯眼朝大门口看，小荞也
看清了，站在大门口的是西街的宋爷爷。他身
边还跟着一个圆头大脑的男孩子，噫，这不是宋
瓜秧吗？宋瓜秧去年在学校里读一年级，因为
生病辍学了。小荞记得他的模样，宋瓜秧和他
爷爷来干什么呢？

奶奶说：老宋兄弟，有事吗？
老宋牵着宋瓜秧挪进院子里，哑着嗓音说：

老嫂子，我想来问问，瓜秧害病这事，城里的那
些好心人能给帮忙看病吗？

老宋正说着话，瓜秧却躲到老宋身后了。

九

宋瓜秧的脖子上长着一个肉包，这是村里人
都知道的事。那个肉包很难看，就像腐烂的苹果
一样，脏兮兮的、黑乎乎的、鼓溜溜的，好像随时
都会撑破的样子。因为脖子上这个肉包，宋瓜秧
整天低着头。小荞知道，宋瓜秧害怕别人笑话
他。可是谁会笑话一个这么可怜的孩子呢。

宋瓜秧生下来就没有奶奶，听说宋瓜秧的奶
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爸爸和妈妈

去城里打工好几年了，一直没回来。究竟是为什
么没回来，宋瓜秧的爷爷不说，村里人也不知道。

爷爷是瓜藤，他就是瓜藤上结的瓜。宋爷爷经
常带着宋瓜秧去县城里看病。瓜秧一直不喊疼，他
低着头，跟爷爷走在村街上，别人问：瓜秧，脖子的肉
包又疼了？宋爷爷便答：疼，疼得发烧了。

瓜秧疼得发烧这句话，成了宋爷爷每天都
要说几遍的话。宋爷爷说这话的时候，眼窝里
泪汪汪的。

也有人对宋爷爷说过：去县城看不了的病，就
去济南啊，去济南看不了的病，就去北京上海啊。

宋爷爷听着点头，点头之后，又是一副茫然
的样子，北京在哪里呢？上海又在哪里呢？宋
爷爷对别人点头，点头之后便是苦笑。别人也
跟着苦笑，都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去北京去上海
看病，老宋哪有钱呢。

村里所有人都知道，瓜秧的脖子上这个肉
包很麻烦，瓜秧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究竟是
什么病呢？村里人说不上。村里人能说出来
的，就是老宋为瓜秧脖子上的这个肉包，到处借
钱去县城给瓜秧看病。

小荞害怕看见瓜秧脖子上的肉包，她一看
见就觉得心疼，就像心被人揪成把的疼。可是
小荞又羡慕瓜秧经常去县城。小荞长这么大，
还没去过县城呢。

有一次，小荞在村街上遇见瓜秧，她悄悄
问：瓜秧，你说说，县城是什么样子呢？

瓜秧捂着脖子上的肉包说：县城很大。
小荞问：多大？
瓜秧伸开手，原地转了一圈说：很大很大。
小荞问：到底有多大？
瓜秧说：大街很宽，人很多，楼房很多，小汽

车就像田野的羊群一样多。
小荞听着瓜秧的描述，心里还是想不出县

城的样子。
小荞说：瓜秧，你哪天再去县城，用笔把县

城的样子画出来给我看看吧。
瓜秧摇摇头说：我去县城的时候，都是脖子

很疼的时候，疼得我发烧迷糊，没办法画出县城
的样子。

瓜秧一说疼，小荞也跟着心疼了。
此刻，宋爷爷带着瓜秧来小荞家，小荞看到瓜

秧，顿时就觉得心又疼了。小荞奔到宋爷爷身前，
探头看躲在宋爷爷身后的瓜秧。瓜秧低着头，小荞
喊了一声瓜秧，瓜秧抬起头来，怯怯地看着小荞。

小荞说：瓜秧，你又要去县城吗？
瓜秧摇摇头，低声说：钱都花光了，不去了。
小荞听到奶奶叹了一口气，宋爷爷也跟着

叹气。
奶奶说：这苦命的孩子。
宋爷爷跟着说：是啊，苦命的孩子。宋爷爷

转身摸着瓜秧的头低声说：瓜秧的病愁死我
了。县城的医生说，瓜秧该去省城找医生看
看。可是，咱没钱啊，没钱怎么去看病呢。

小荞盯着瓜秧脖子上的肉包，她想伸手摸
摸，她的手刚伸出来，又缩回去了。小荞怔了一
会儿，对宋爷爷说：瓜秧的病，再难也得治。

宋爷爷哆嗦着嘴唇说：可不是呢，我听说县
城有个好心人的协会，专门帮助穷人家的孩
子。我还听说，好心人来过咱村里。

小荞点头：咱们可以给好心人说说瓜秧的病。
小荞说着，奔回屋里，从桌子上摸着微公益协

会留下的那张卡片说：这上面有好心人的电话。
宋爷爷盯着小荞手里的那张卡片，咧嘴笑

着说：对对，我来就是想找他们的电话。
宋爷爷接过小荞递给他的那张卡片，对着

卡片上的那一串数字看了又看，他捏着卡片说：
咱家没电话啊，到哪里给这些好心人打电话呢？

奶奶竖起手指对宋爷爷说：驻村的张书记
有手机，你去找他打吧。

宋爷爷说：就是那个城里来咱村驻村的张
书记？面皮白净的，说话慢悠悠的那个城里人？

奶奶说：没错，驻村的张书记，他也是个好
心人。

（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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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
柏祥伟

午后，年过古
稀的父亲从箱子里
找出党徽，仔细地
擦干净，又拿出西
装试穿一番。我知
道，父亲期盼的七
一庆祝会快到了。

父亲是个退休
干部，也是个老党
员。参加工作前，
父亲是村子里为
数不多的读书人，
原想只能盘田种
地一辈子。但因
为他人品纯正、做
事踏实、好学上
进，渐渐走进党组
织的视野。19 岁
那年，父亲光荣地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在党组织培
养下，父亲当村
长，当乡镇干部，
并转为非农户口，
调到市总工会工
作。因此，谈起一
生的经历，父亲对
党组织总是情深
意重。

父亲在职的
时候，单位每年都
要召开七一庆祝
会，进行党务工作
总结，表彰奖励先
进。父亲次次到
会，从不请假，而
一回家，总会带回
些学习材料，或者
奖状、奖品。

那时，翻看父
亲鲜红的证书，我
总 是 羡 慕 又 羞
愧。因为我玩性
大，读书时成绩一
般，工作后表现平
庸，很少获奖，哪
像父亲年年捧回一份荣耀。父亲像一根标杆，
让少不更事的我有了前进的方向。

2001年，父亲退休了，但每天早早起床，
锻炼身体，忙里忙外。一有空，就看电视、听
收音机，关注国家大事、法律法规，温习党章
党史。

见父亲退而不休，严谨忙碌，我就说：“别
人退休了都轻松快乐，你却比在职还忙呀！”父
亲呵呵一笑说：“我现在没了工作负担，衣食无
忧，可还是党员哪，一放松学习，几天就落后
了！”听了他的话，想想自己的懈怠，我不由脸
上发起烧来。

那年七一，父亲仍像退休前一样，穿戴整
齐干净，戴上党徽，精神抖擞去开会。回到家
的父亲，仿佛注入了新能量，雄心勃勃地规划
着晚年远景，也对我寄予厚望，“现在赶上好时
代，你正年轻，一定要努力工作，多为国家做些
事！”在他的激励下，我勤奋工作，渐渐脱颖而
出，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前些天，我接到支部联络员的电话，通知
父亲去参加今年的七一庆祝会。想到他身体
大不如前，又有听力障碍，我自作主张给他请
了假。得知消息的父亲大为恼火，谆谆告诫
道：“咱这一辈子，有了党的关怀才走到这一
步。去开个会，是最基本的觉悟和报答，怎么
能随便推脱呢？人，千万不能忘本啊！”他立即
向联络员重新回话。那一刻，看着父亲满脸的
庄重严肃，我顿时惭愧而又感动。

父亲期盼的七一庆祝会，见证了一名党员
对党组织的赤胆忠心，充满了一名党员对党组
织的深厚感情，也为我们做儿女的上了生动的
人生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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