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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部城位于微山县夏镇街道西南
部，老运河西岸。当地民风淳朴，安居乐
业，看似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翻看部
城的历史，却让人刮目相看。

老部城依大运河而建，明清繁荣一
时，冠誉鲁南苏北长达数百年。由现存于
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大画家张复的《部城
图》，就可以想见部城当年的盛况。

明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开凿了从微
山南阳经夏村到留城的大运河新道，取代
了昭阳湖西借泗行运的旧河，夏村即成沿
运码头，工商业日趋繁荣。

明政府的工部、户部分司，自沛县的
沽头城移驻于此，明隆庆三年（1569年)
夏村改为镇。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之
后的数年时间，夏村筑起四面土墙，墙四
门四座城楼。因城内驻有工部、户部衙
署，而称“部城”。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朝工部
员外郎顾大申奉命在部城土城原址建设
砖城。施工两年后，顾大申因事调离。顺
治十七年（1660年）由工部主事李禧熊续
修成砖城。

清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部城四
门城楼部分震塌，城内房屋损毁严重，运
河东岸逐渐聚集了商业店铺，称为夏镇
寨。乾隆年间，运河西岸老部城又修复完
成，康阜楼、会景门、春雨楼矗立于运河之
滨，形成了运河两岸经济、文化与商业共
兴局面。

部城面积约1平方公里，建有72座
庙宇，汇聚了儒、释、道文化，建有公用水
井72口。城内庙堂鳞次栉比，寺庙内树
木参天，塔亭林立，香烟缭绕，善男信女熙
熙攘攘，络绎不绝。达官贵人骑马坐轿来
此拜神求佛，店铺商贩在此谋财求利。小
小的部城，一时成为江北的人间天堂。清
康熙、乾隆皇帝沿运河下江南，都曾在部
城憩息游览。如今，这里仍留存着很多的

传说。当年，修城用的砖块由滕县、沛县、
铜山、丰县供给，4县各建城墙一面，砖块
分别打上各县的印记，以备督检验工。建
城分别用了5种不同尺寸的墙砖，最大的
长4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重22.5
公斤，即部城人常说的“大老騧”。另外4
种的尺寸分别是：长42厘米、宽19厘米、
厚8厘米，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9厘
米，长37厘米、宽18厘米、厚7厘米，以及
长35厘米、宽16厘米、厚8厘米。

根据城墙的需要，工匠烧制不同型号
的异形砖，在各自的墙段，用各自的砖块
以石灰加糯米浆垒砌，城墙高低宽厚标准
一致，所砌城墙坚实牢固。

最大的城墙砖“大老騧”，由于面积较
大，易被碰撞不易保存，现存较完整的已
不多见，小尺寸的完整城墙砖还能见到。

“大老騧”残留着与砖身融为一体的白色
石灰与糯米浆遗痕，砖质细腻，深深的青
蓝色，又宽又长，令人称奇。

“大老騧”已有些许岁月的撞击坑，棱
角也被磨去很多，但依然难掩雄厚、矫健
的风采。“騧”原意指黑嘴的黄马，“大老
騧”比喻最大的城墙砖似一匹矫健又沉稳
的老马，形象生动。

清朝末年，随着海运的兴起和津浦铁
路的贯通，京杭大运河交通、运输的作用
逐渐消退，部城也如其他运河沿线城镇一
样，淡去了往日的繁忙而归于平静。曾经
辉煌雄峻的部城城墙，也逐渐失去历史作
用，特别是近代战乱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之后，城也渐渐销声匿迹。

现只在老部城的东北、西南角残存一
些城墙的遗址，其它都被庄稼、房屋湮灭。
原来城墙上的夯土，有的被用来填护城河
种了庄稼，有的被砖厂取土用于烧砖。老
城墙上的砖，也已失散，只能在部城村里
的墙根、草丛发现零散的老砖，偶尔发现
一两块完整的小砖，“大老騧”很少见了。

古人制砖，是一项复杂的建造工程，
甚至是一种仪式，是一种责任，是一股令
人敬畏的精神力量。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
物》中，有这样的记载：“凡转锈之法，窑巅做
一平田样，四周稍弦起，灌水其上，砖瓦百
钧，用水四十石，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

砖作为古建筑主要的建筑材料，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烧制历史。它的制作工艺
复杂，要用距离地面1米以上的红黏土，
将土放置3年以上，经过春夏秋冬四季的
冻融，颗粒变成粉末，再经筛选，用中性水
将之完全“闷透”方可使用。

泥土在经历反复捶打后，被制成坯。
人们用木板将坯面压平、压实，移至亭子
间花架码放，自然阴干，然后装窑、烘干，

在窑内经1个月左右不同火力焙烧，再窨
水，而后出窑。整个过程，前后要十几道
工序，数年的时间。

原本沉睡了千万年的泥土，蜕变成了
一块块颜色发青、质地坚硬的古砖。砖色
泽青蓝，具有抗碱、抗高压等性能，无燥织
坠角，叩之声震而清。据说当年为验证城
墙砖的牢固程度，在城墙建成后，要让大
力士往城墙上射箭，只有箭不能射入的砖
才算合格，否则，要追究建城制砖者，甚至
杀头、抄家。

古老的部城墙砖，见证了大运河的兴
衰，也见证了微山辉煌的过去，更记载着
一方民众的智慧与辛劳，彰显了古代劳动
人民的大工匠精神。

图为“大老騧”与今天的人行道砖

“大老騧”：老部城的墙砖劲健如骏马
满昌民 王绍卓 满腾

岁在初秋，济宁书画名家邀请展暨吕氏家庭书法展在山东德胜美术
馆开幕，展出了40位书画名家的78幅精品佳作，作品题材广泛，布局疏
朗雅致。吕氏家庭书法展共有吕建德先生三代人的书法作品80余件，
囊括纸质、石刻书法，瓷器书画及版本作品等。

观赏吕氏家庭作品，可清晰感受到书法艺术的传承脉络，以及代代
相传的家风。元代戏曲作家柯丹丘《荆钗记·会讲》里有一词：诗礼传
家。本意是儒家经典及其道德规范的世代相传。听吕建德先生讲述他
的父亲、儿子和小孙子传承书法事业，让人感佩名副其实的“书礼传
家”。书的是翰墨，传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吕建德出生在曹县一个书法世家。民国初年，他的祖父吕文彬就在
老家开设“吕氏石印馆”，以书写、石印为生。受此熏陶，他的父亲吕怀珍
一生临池不辍，并继承祖业，把石印馆经营得响誉方圆数百里。

吕怀珍书宗二王，旁参欧书。正、草、隶、篆诸体皆擅，尤精楷书及刻
字。因而石印生意红火，诸如课本、家谱、广告等皆能印制。吕怀珍一生
勤于书法，名播乡里，深受家乡人的尊敬。

吕建德6岁从父习书，遍临家中收藏的清代拓本，尤用功于王献之
《玉版十三行》和柳公权《玄秘塔》，60余载的书法艺术实践，只为实现一
个梦想，那便是传承与创新。

在他的家庭里，书法依旧是全家人的乐趣：夫人热衷于书法和太极
拳，儿子吕源从事书法创作和教学，4岁多的小孙子也在以书法放飞心
灵。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多少朝
代、多少辈人，乃至多少个家族的不懈努力，共同铸就了今天的辉煌。我
家五代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不同地方做着同一件事，一起浸染在书
法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幸运。”吕建德谦虚地表示，在广阔无
垠的书法海洋里，一个小家庭只不过是一滴水而已。一滴水的作用固然
微不足道，但把这滴水汇入书法的江海中，就是为书法事业做出的一点
努力。这也是本次展会的初衷。

吕氏家族的作品，有传承，也有创新。如吕怀珍先生的大楷作品
《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
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
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用笔可谓气象壮观，笔画清秀，点画得当，豪迈稳
重。

吕建德作品，同样气象万千。飘逸、写意，力透纸背，震撼人心。上
世纪90年代初，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书展时，著名书法家欧阳
中石先生题词：“善假于人者智，能集于人者博。善匿己者明，能胜己者
成，公度先生知此，能无所成乎。”盛赞吕建德人品和书品的完美统一。
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先生题词：“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中国书协顾问、
中国书协原副主席李铎题词：“遒媚洒脱，风格清新。”

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曾为《吕建德书法艺术辑录》作序：济宁是出书
法家的地儿，因为济宁有出书法家的本钱。济宁应当出书法家，济宁也
就出了书法家。乔羽评价吕建德的小楷“接源魏晋，旁参隋唐，点画工
丽，风神散溢，于不激不厉之中展露出浓浓的书卷气息。”

在评价吕建德大字时，乔羽写“唐楷中融入魏碑之神采，正书中揉以
行书之韵味。古朴中有新意，遒劲中见飘逸，能做到人人欣赏和赞誉，那
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序中还表达了他对吕建德草书的喜爱，说吕建德的
草书作品，让他看到了一种“变化无穷充分展现复杂内心世界的艺术震
撼力”。

乔羽评价道：“建德有一种不断向传统探究的极大的欲望和热忱，这
一点非常明显。”乔羽说，在吕建德的笔下，巨幅大章，一出手动辄就是六
尺、八尺，甚至是丈二的巨构，洋洋洒洒，纵纵横横，笔走蛇龙，满纸烟云，
给了我们前所末有的心灵和视觉上的双重冲击。“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是
要以自己的风格来做主的。只有真正的个人风格，才能表现一个艺术家
的生灵。”对于吕建德，说是人如其书，书如其人，是恰当的。

吕建德夫人成振娟的小楷，清雅简淡，方劲俊俏，刚健浑雄。她所书
王勃的《滕王阁诗》，清丽典雅，旷达飘逸。

吕建德先生之子吕源，幼承家训，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结
业于中国书法院第十届高研班，供职于济宁市文化馆，是九三学社社员，
九三学社山东省委文化艺术专门委员会委员，济宁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
席团成员，济宁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任山东省文化科学重点课题《观济
宁汉碑，浅论“隶变”在书法创作中的美术意义》课题组长。他的隶书方
劲古拙，收放自如，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放眼山东乃至全中国，一家几代人的书法展寥寥无几；一个家族几
代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极为不易。持之以恒的习练书法，不仅是书法
技艺的传承，更是涵养、气节、家风的传承，这或许是吕氏家族能带给我
们更多精品的原由所在。

书礼传家：观吕氏家庭书法展
本报记者 刘帝恩

近镜头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对如今蓬勃发展的文创产业
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此行来到位于任
城区的济宁泡宝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
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园区是为
落实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新旧
动能转换的整体部署，促进企业转型发展
和加快旧厂改造，提升街区经济等政策相
关要求，累计投入1.7亿元，对济宁市模具
厂老旧厂房进行规模化改建提升，实现了
从传统制造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

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
落户园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人力资源
开发、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中心、全民健
身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园区
的五大业态。

园区已入驻企业150多家，入驻率
95%。绿化率达40%以上，通过立体植
绿、破硬建绿、拆墙透绿，打造绿色景观、
文化长廊和空中花园，实现了三季有花、
四季常青的绿色生态环境。

高标准建设了创客大厦、军创空间、
工友创业园、健身中心、先锋红色教育基
地、人力资源中心、党团活动室等，形成了
和谐优美的创新创业环境。

园区以“就业服务中心，创业孵化基
地”为发展定位，健全政策咨询、创业指
导、投融资对接、权益保障等“一站式”服
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降低创业成本，助
力广大妇女、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实现创业创新。

园区被授予山东省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山东省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山东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示范
点、济宁市“双创”示范基地、济宁市退役
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济宁市信息产业示范
基地、济宁市巾帼直播电商孵化基地、济
宁市任城区示范“众创空间”等荣誉称号。

在园区内的运河书屋，济宁先锋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磊向《文化周末》
记者介绍了园区发展情况。

济宁泡宝产业园以“环境像花园、文
化像校园、生活像家园、创业成乐园”为建
设理念，创业孵化空间均采用精装修拎包
入驻的方式，降低了创业者的时间及资金
成本。打造全方位服务体系，助力入驻企
业发展，将服务定位于基础服务、增值服
务、创新服务3个板块。

基础服务细分为舒适的办公空间、便
捷的物业服务、基本的办公保障、标准的

企业服务4项标准服务体系。为提升入
驻企业内涵，设立了十大服务平台的增
值服务，分别是经营服务、技术服务、金
融服务、创业教育服务、市场服务、知识
分享、信息服务、政策申报、人才服务、行
政服务。创造性开展创新服务，其中包
括导师群服务体系支撑、行业资源共享
能力、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技术成果转
化能力。

“产业园结合企业实际，将美德健康
生活方式教育有机嵌入企业文化建设，打
造包括党建、爱国教育、读书协会、书画
院、运河书屋、中华陶艺等为主题的阵地，
为推动济宁市文化‘两创’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

郑磊表示，产业园发展经济的过程
中，非常注重文化的发展，建设了2000多
平方米的先锋红色教育基地，深入发掘红
色资源、红色传统的时代价值，为广大党
员干部和市民群众提供精神养分。

基地由党史、国史走廊，廉德文化走
廊、红色文化展示区、团史展览馆和军史
长廊组成，先后荣获中华总工会“职工书
屋”示范点、中华总工会“模范职工小家”、
山东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山
东省亲子阅读示范基地、济宁市廉洁文化
融入“两创”示范点、济宁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济宁市任城区文化“两创”示范点、
济宁市任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称号。
园区就业服务中心——嘉诚劳务服务公
司党总支部，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基地常态化开展红色读书会、红色精
神宣讲会，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传
承红色基因，筑牢精神支柱。在重要的时
间节点举办庆祝活动，例如“迎七一”二十
大主题报告会、“庆七一”诗歌朗诵会等。

园区自成立以来，立足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工作，以山东老兵志愿服务济宁
支队、老兵“初心故事”宣讲团、退役军人
艺术团、心理咨询团、法律援助团、退役军
人书画社、退役军人文学社“一队四团两
社”为活动载体，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就业
创业服务孵化、法律援助、心理咨询、走访
慰问，以及困难帮扶、公益宣讲、文化活动
等工作。

老兵初心故事宣讲团，是基地与济宁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系成立的。“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按照“组织架
构四级联动、典型故事精准挖掘、宣讲成
员精心培育、创新载体入脑入心”的思路，
让“老兵初心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
村、进机关、进企业。自2021年成立以
来，宣讲团开展宣讲活动70余场次，受众
达3万余人次。

园区以“孩子假期开心、家长工作安
心、工会服务贴心”为目标，连续5年开办
职工子女假期全托班，累计托管职工、农
民工子女1000余名。2019年被全国总
工会评为“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并在全
总女职工工作座谈会上作典型发言。

“托管班主营教学区1400平米，内设
学生餐厅700平米，图书馆700平米。依
托园区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等运动
设施，全方位满足孩子学习和运动需求。”
记者了解到，泡宝产业园假期托管班主要
任务是帮助孩子完成假期作业，培养孩子
兴趣爱好，体验军训式管理理念，目标是
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孩子开心，主要是因为托管班有丰富
的兴趣课程。围绕着园区体育课程、爱国
主义教育、社会实践、艺术课程、心理疏导
等进行兴趣教育，让孩子劳逸结合。

济宁泡宝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
用文化“两创”推开了新发展大门，用一个
个特色品牌为社会提供着更好的服务。

旧厂房园区孵化出的精品创意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平时，你走在城市公园里，树木高低交
错，林荫赏心悦目，小河潺潺，鸟语花香，你
可能不会想很多，觉得市政建设不错，需要
给个点赞。

当你走进乡村，发现古街道保护得很
好，小村绿化非常好，路边不时出现的楼房
一点也不比城里差。这里还有民宿旅游，包
吃包住，出门就是亭阁池塘，会觉得乡村真
是很美。

甚至，你来到北方一个山区地方，虽然
条件不特别好，但是环境卫生，通讯方便，
购物时尚，出门就见雪山和草原，牛羊在安
静吃草，这一派独特的风光也会让你悦目
心安。

如今，中国发展步入到一个特别的高
处，面临着如何向前再进一步的问题。当
前，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回潮，冷战思维抬
头，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40余年改革开放让国
力日趋强盛，各项基础设施完备，但也面临
生产成本加剧、国际贸易动荡、人口红利减
少的压力。如何破解这一发展的难题，成为
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最近，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提出“美丽中国再提速”，并作出具体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
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
述为我们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深刻认识
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面对新的任务目标，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林业文联副秘书长，《生态文化》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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