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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看好了，先把字块按顺序排列
好，然后用小刷子蘸一蘸墨汁，刷在字版凸起的
地方，再把宣纸蒙上去，用海绵块按一按，不要
揉搓哦！”

6月末的一个下午，济宁市实验幼儿园南
风园区的阅读室内，济宁市图书馆的颜蓉、王增
鑫正带领大班的小朋友体验活字印刷。

今年5月，济宁市图书馆正式启动了“古籍
三进”实践活动，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古籍
进校园”正在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中生根发芽。

其实，多年以来，济宁市图书馆都在探索古
籍的活化利用与普及传播，通过古籍普查保护、
数字化赋能和举办活动，致力于让古籍“活”起
来，实现千年文脉的璀璨重生。

源泉相融：让古籍被“看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
浚其泉源。”古籍，作为先贤智慧的结晶和文明
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珍贵宝
藏，对赓续中华文脉、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重要意义。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
从2007年开始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在济宁地区，古籍数量多、普查人员少、普
查难度大，济宁市古籍保护中心十余年来接续
努力，摸清全市古籍家底，完成普查总量约1.09
万余种、12万余册，大批珍贵古籍被发现和重
新认识。

“这次普查工作，让济宁地区的古籍有了
‘身份证’。2017年，《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
记目录》出版。2022年，《山东省济宁市图书馆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八家收藏单位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也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两书合璧，共同构成了普查登记目录的姊妹篇，
从而形成济宁地区古籍普查登记的完备目录。”
济宁市图书馆党委副书记杨卫东介绍。

据悉，全市有29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435种古籍入选《山东省珍贵古籍名
录》。

然而，部分古籍正慢慢“老去”，济宁市加紧
了古籍修复、整理与研究利用同步推进。2018
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孔子博物馆
传习所”挂牌成立，建立了由国家级资深古籍修
复师胡玉清为导师的专业古籍修复队伍，弥补
了古籍修复领域的空白，并逐渐形成规范合理
的济宁市古籍保护工作体系。

让束之高阁的馆藏典籍走出书库，才能走
近市民，走近更多的人。2023年1月，济宁市图
书馆联合孔子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9
家古籍收藏单位，举办了“文明的守望——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暨济宁市古籍普查
与保护成果展”，特别是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中精选的16部珍

贵善本（书影）首次公开亮相，成为展览的焦点，
云集了大量观众驻足欣赏。

“铅字铸就，文字如画；一页翻开，历史再
现。”这些展出的古籍，跨越唐宋元明清五朝，涵
盖了宋刻本、朱墨套印本、手稿本抄本等。其中
（宋）张镃辑《皇朝仕学规范四十卷》是宋代刻本
中的嘉品，明凌氏凤笙阁刻《选赋六卷》、清康熙
五十一年内府刻《御制避暑山庄诗二卷》均为朱
墨套印，（清）孔广森稿本《列国事语分类考释一
卷》为名家手稿……

面对珍稀异常的古籍，人们无不叹为观
止。“太震撼了，看着古人的墨迹就摆在眼前，好
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时代。”市民张佳宾回忆当
天的展览时这样感慨。

如何让古籍从馆舍一隅走向更为广阔的空
间，济宁市探索了合作宣传推广的“双城记”模
式——开展优质馆藏的跨地域展览。

2023年12月，“何以济宁——济宁市图书
馆馆藏特色文献展”在济南市图书馆展出；
2024年1月，“泺上缥缃——济南市图书馆再
造古籍展”在济宁市图书馆开幕；6月，烟台市
图书馆“典籍里的烟台”文献展正式亮相济宁市
图书馆，两馆互展拉开帷幕；10月，济宁、日照
两地图书馆完成馆藏特色文献互展。“这不仅是
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也意味着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城市之间的共融共
生。”杨卫东说。

数字赋能：古籍的全新打开方式

古籍既要“藏”更要“用”。目前，数字化是
解决“用”的有效途径。

在济宁市，古籍数字化的魅力正在精彩演
绎——建设古籍数字资源库，面向社会免费提
供数字化古籍查阅服务，读者通过济宁市图书
馆网站首页，点击“数字资源—特色数据库—济
宁市图书馆古籍平台”，就能实现馆藏古籍资源
速查速览，感受华夏文明的永恒魅力。

济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246种4984册，其
中善本古籍27种462册，11种入选《山东省珍贵
古籍名录》，2009年，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
末四十二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21年，市图书馆正式启动“馆藏古籍文
献基础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完成首批古籍数字
化工作，并成功上线古籍平台。在线发布了59
种1264册古籍全文影像，包括入选山东省珍贵
古籍名录的《山东全河备考》、清光绪年间铅印
本《二十四史》，以及地方志资料《续修曲阜县
志》等。

“在完整保留古籍原貌的基础上，我们创新
性地提供在线阅读、书签、笔记等智能化功能，

支持读者通过题名、责任者等多维度关键词精
准检索。”济宁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黄银萍说。

2023年8月至12月，市图书馆持续推进第
二批馆藏古籍数字化项目，同步完成平台系统
升级。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批古籍数字化工作，
已完成199种2500余册近40万页古籍的扫描。

打开“济宁市图书馆古籍平台”，读者可以
根据经、史、子、集、丛五大部分的具体内容初步
筛选，进而自主查阅和学习。

经部包含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文
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著作，对于古代中国的文
化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史部则收录了各类体裁
的历史著作，包括史书、编年体史料等，记录了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情况；子部专列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等书，如
道家、法家等；集部收录了历代作家的散文、骈
文、诗、词、曲，以及文学评论等著作。

丛部作为一部新门类，主要收录汇编丛
书。其中，《书经体注五卷》《明儒学案六十二
卷》《天下才子必读书十五卷》，位居阅读排行榜
前3名。黄银萍说：“上古政史、儒家经典的研
习、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名著的文学性评
论，更受广大读者喜爱。”

把厚重典籍浓缩在方寸之间，让尘封的历
史画卷触手可及，这种借助数字化的全新的古
籍打开方式，让古籍在今天的中国绽放异彩。

2024年9月，作为全国12家重点古籍收藏
单位之一，济宁市图书馆应邀参加第九次全国
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动，在国家级平台“中
华古籍资源库”上线馆藏珍贵古籍数字资源。

这一重要里程碑，既彰显了济宁市图书馆
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显著成效，也标志着其古籍资
源开放共享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汲古慧今：古籍之美融入生活

“孔子说，见到德才兼备的人，就要想着向
他看齐；见到有缺点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

也有同样的不足。”今年的端午节与“六一”儿童
节相遇，在济宁市图书馆为小朋友打造的“绘读
会玩”活动中，孩子们不仅体验了原汁原味的
古代端午节，还把学到的人生道理转述给爸爸
妈妈。

“要想让古籍得到发展，真正发挥作用，就
要想方设法普及古籍知识，解读古籍内容，使古
籍‘活’起来。”杨卫东说。

济宁市图书馆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市民打造
各种文化传承和参与活动，吸引追随者无数，更多
市民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智慧，更在传承
与传播中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条古运河绵延千年，滋养了两岸的城市
和人家，也流淌着历史的沧桑与辉煌。

古人是怎么修建水利工程和管理航运的？
京杭大运河有哪些兴废故事？古人对开凿和治
理运河有怎样的思考与实践……2023年起，济
宁市图书馆连续推出《山东运河备览》等5部古
籍微视频，也是“馆中惊奇”系列微视频第一季。

视频中展示的古籍，内容完备、图文并茂，
运河画卷近在咫尺，两岸烟火气息触手可及，优
秀传统文化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系列视频当年
入选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举办的

“‘馆藏寻珍·历久弥新’再发现图书馆”短视频
征集活动，在更高的展示平台推动了馆藏古籍
的传播与交流。

2024年3月起，兖州区图书馆与兖州融媒
体中心联合推出了“兖州宝贝之馆藏古籍”系列
讲解视频，从儒家经典到二十四简史，从名士文
集到百科集锦，让受众大饱眼福。

“短视频的一大优点，是生动灵活、易于理
解。通过创作，以往那些只可远观的古籍，可以
通过通俗的讲述、精美的画面瞬间‘活’起来。
让大家接触到真实的、鲜活的历史，更为古籍的
传承开辟了新途径。”黄银萍说。

古籍之美，如今已融入寻常生活。在济宁
市，越来越多古籍传播的新场景、新模式，在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迁移的过程中谱写着新时代的
文化记忆，践行着文化的动态传承。

在各种古籍宣传推广和体验活动中，少年
儿童以清代《山东运河备览》中的运河地图碎片
为线索，沉浸在“寻找运河宝藏”的游戏里；小学
生们在叔叔阿姨的讲解中，了解中国古代的印
刷术和刻本、活字本，并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活
字印刷和拓片作品；读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可以亲手缝制一本线装书，在一拆一装、一针一
线中感受古人的技巧……作为系列活动的见证
者，王增鑫说：“最珍贵的不是作品，而是人们体
验优秀传统文化时的那种沉浸和专注。”

市民李琛告诉记者，在她小时候，母亲就是
用钻子和针线，用缝线装书的方式把她的学习
资料缝在一起，“比订书机订的更耐用，”现在，
她带孩子来体验线装书的制作，有种莫名的感
动，“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吧，传承的不仅是一种
手艺，更是生活和情感。”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济宁市古
籍文化工作者们，为广大市民搭建的不仅是学
习和活动的场地，更是现代文化的精神坐标；而
在增强大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探索中，这
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在持续。

①小朋友体验活字印刷②幼儿们被活字
印刷深深吸引③市民学习制作线装书④济宁
方志展 ■扈宏毅 王增鑫 马春霞 摄影

触手可及：中华古籍在方寸间的多面新生
本报记者 扈宏毅 成果

2023年9月26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举办，我作为嘉宾参加了其中的尼山世界文
学论坛。目睹文学大家风采，聆听国内外学者

“坐而论道”，收获颇多。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

论坛结束后，我写了随笔《在尼山，每一株
花草都是夫子的门生》，发表在《大众日报》“山
东政事”微信公众号上，后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的《作家通讯》全文转载。

很多外地的文友看到后，私信问我，尼山在
哪里？我答，尼山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东
南30公里处，在泗水之西，您若来尼山，我乐意
做引路向导。

作为土生土长的泗水人，我当然有底气也
有充足的理由如此回答。这并非我信口开河，
而是事实存在。

尼山在哪里？在泗水之西。《水经注》记载：
“泗水出鲁东北而南流，经尼丘山西”，说明了尼
山属于泗水流域。古代文献中，常以“泗水之

西”“尼山之阳”等表述，显示了尼山与泗水的固
定组合，明确了尼山的地理坐标。

在“洙泗渊源”的文化地理概念里。儒家文
献中常以“洙泗”代指儒学，孔子在洙泗之间聚
徒讲学，开创儒家学派，共同构成了孔子讲学、
弟子问学的地理空间，串联起孔子及其弟子的
活动轨迹。泗水代表着儒家教育传统的活动范
围，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地理载体。

尼山，曾经显现在孔子周游列国往返于泗
水河面的倒影里，回荡在泗河岸边孔子与弟子
们的讲学论道里，流淌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的哲思慨叹里。朱熹笔下的“胜日寻芳泗水
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成为儒家思想与人文诗
意碰撞的精神家园。出生于泗水之畔的仲子
路，忠孝英勇，诚信天下，他用毕生信仰做出了
回答。孔府的家联“尼山根柢家声远，泗水渊源
圣泽长”，更是说明了泗水与尼山的血脉渊源。

尼山，这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山峦，以静默
而庄严的姿态，屹立在泗水之畔。这一山一水

相依共生，骨肉相连，见证了无数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动人篇章。当你踏上这片土地，站在泗水
之畔，便能触摸到中华文明跳动的脉搏，感受到
千年传承的力量。

尼山脚下的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与
尼山夫子洞相距不过800米，阡陌相连，唇齿相
依。这座浸润着儒家文化的古老村落，吸引着
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的目光。

2008年，以“明德弘道，博学笃行”为院训
的尼山圣源书院在北东野村西挂牌成立。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齐聚于此，在尼山的见证
下，续燃优秀传统文化薪火。

2010年9月26日，举世闻名的首届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在圣源书院隆重举办，并发表了以
人类和谐为主题的《尼山和谐宣言》。这不仅是
对尼山文化地位的致敬，更是对北东野村传承
文明的认可。

2013年年底，尼山脚下的北东野村试点开
设“乡村儒学讲堂”，专家学者以传统美德教化

村民，滋润乡村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如春风化
雨，润泽着这片土地。

“泗水儒学讲堂现象”，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传统文化在基层
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中焕发出巨大能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泗水
县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公益事业，深入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心打造特色旅游节事品
牌。开展多种形式的高层次儒学研究交流活
动，配合办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道路上，向世界展示着“泗水样本”。

尼山脚下传薪火，泗水弦歌贯古今。尼山
与泗水骨肉互融，孕育了璀璨绚丽的千年文化，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回响，谱写着生生不息的文化
长歌。镌刻在齐鲁大地的山川肌理中，流淌在华
夏儿女的血脉深处，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原乡。

尼山在哪里？不同的声音会有共同的回
答，尼山，在每一个追寻人类文明智慧的人心
间。 ■杨国庆 摄影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随笔山世界文明论坛随笔

小暑将至，气温攀升，正如
唐代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中所
言：“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个荷
塘。小暑时节，左邻右舍吃过
晚饭，洗过澡，喜欢聚在我家
门前空地上纳凉。大家聊田
间农事，聊柴米油盐。南风掠
过水面，裹着凉意，挟着清香，
散去了一天的疲惫。

有时，父亲会拿出二胡，
拉上一曲，演奏最多的是《荷花
颂》。大人小孩都不再出声，细
嗅荷香，静心聆听。琴声悠扬，
飘过岁月，至今回响在我耳畔。

历代文人咏荷蔚然成风，
比如李商隐“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
真”，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石涛“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
摇”……这些诗句，再现了荷花的娇艳与婀娜。

我更爱周敦颐《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千古名句刻画了荷花的君
子品格，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基本准则。

我家珍藏着一套族谱，封面写着“爱莲堂”3
个厚重的大字。祖父在时告诉我，周敦颐一生爱
莲，以荷言志，恪守清廉之风，其后裔便将堂号定
为“爱莲堂”。

父亲擅绘画，在老家堂屋条台两边柜门上，
用油漆各画了一幅《荷韵图》。绿水悠悠，圆荷滚
珠，芙蕖亭亭。父亲常提醒我们，面对诱惑，要

“出淤泥而不染”，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有一次，父母驾船收购粮食。有个老乡卖完

粮食，把600块钱掉在了船上。母亲留在船上等
失主，父亲上岸去寻找，终于找到失主。

荷花深受国人喜爱。郑逸梅先生在《花果小
品》中写道：“荷植诸缸中，藉以点缀庭院，隔帘望
之，清绝入画。”如今的不少人家，在庭院或阳台
种荷。凉爽的清晨，亦或有风的夜晚，靠近荷花
摆一桌一椅，品一壶香茗，听一支小曲，心静如
水，人淡如荷，岂不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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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我匆匆躲进一家便
利店的门口。看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到
地上，四溅水花中，草木蒸腾的腥气隐隐飘来。

这时，一位卖花姑娘也来这里避雨，她竹篮
里的茉莉和白玉兰被雨水浸润，愈发洁白素雅。
她望着我，轻声问：“买束花吗？避暑气的。”

看着她满是期待的眼神，买下一束。待雨
停，我捧着花走在回家的路上，淡雅的花香拂去
盛夏的燥气，脚步也轻快起来。

回到家里，妈妈正熬煮冰糖绿豆粥。砂锅
里，绿豆在沸水中翻滚，渐成翡翠般的色泽，欢腾
雀跃。冰糖在漩涡里化开，泛起琥珀色的涟漪。

妈妈端着陶瓷碗，来到院里的石板台旁，看
着我慢慢喝下一碗，又添满，笑着说：“小暑的绿
豆粥要喝三碗，夏天才不生痱子。”说来奇妙，三
碗粥下肚，暑气像被抽走了骨头，消散大半。

小暑的香，从荷塘的花香里悠悠飘来，从卖
花姑娘的花篮中轻轻溢来，又从妈妈的绿豆粥
里缓缓漾出来……丝丝缕缕，如烟似雾，晕染成一
幅小暑生香图，将这小暑时节的美好一一留存。

小暑生香图
山东济宁 闫文松

读《唐诗三百首》，有李白《夏日山中》“懒摇
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
风。”山间人迹罕至，凉风习习，头上松叶沙沙作
响，诗人索性把衣服脱了，把头巾取了，挂在石
壁，身心俱自在，无拘亦无束。

唐代开放包容，大可不拘小节。为了凉爽，
女性也可以“粉胸半掩，慢束罗裙”，更不消说最
为豪放的诗仙了。寥寥五言，就将其率真任诞，
与向往自然的情态丝毫无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夏天的景致，怎能少得了接天莲叶的满池荷
花。读刘禹锡的“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
簟空”，再加上琥珀美酒，水晶莹帘，眼前活色生
香，清凉自生。

一首《刘驸马水亭避暑》，如同一幅浓墨重彩
的设色画，衬托了唐代贵族夏日宴饮避暑的奢华
生活与闲适。

而白居易《消暑诗》却道“何以消烦暑，端坐
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有心
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白居易不似李白避隐山林，也不赴豪门水亭
宴，他的消暑便是修禅定，清心静气，心静即身
凉。这是盛唐诗人看清繁华转瞬后的恬淡，也是
走过岁月长河的释然。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暑亦不足畏，何
不学古人深居简出，与诗书相伴，长吟当风；与书
中古人为友，获一掬润心的清泉，任户外如何燥
火，我自守一方清凉。 ■广东梅州 苗青 摄影

读唐诗，品清凉
浙江绍兴 盛新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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