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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范公祠主檩。

邹平人杰地灵，是伏生授经之
地，也是范公故里。在孝妇河畔的
长山镇大闫村“老胖饭店”内，设有
山东省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十百
千”示范点——“老胖民俗博物
馆”。这是一家集餐饮和民俗文
化展示于一体的民间博物馆，馆
内收藏有12000多件老物件。馆
长是“邹平文物社团”首批团员周
桂鑫。

1975年，周桂鑫出生在长山镇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回
乡务农。20世纪90年代，随着长
山范公祠、周村旱码头等文化资源
开发和宣传力度加大，周桂鑫受此
影响，对民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
趣，经常到淄博、东营、滨州、济南
等地古玩市场观赏学习。

1996年，周桂鑫创办了“老胖
饭店”，由于经营有方、有特色、味
道好，生意红火。从2000年开始，
他开始将部分经营收入投入到对
民俗物品、老物件的搜集中。只要
听说谁家有“古物”，有宝贝，周桂
鑫便不顾路途远近，第一时间赶
去，不惜一切买下。到现在，他已
为此投入资金多达百万元。

如今，周桂鑫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民俗文物收藏者和民俗专家。
在“老胖民俗博物馆”，有过去的农
耕用具、留声机、算盘、纺车、油灯、
打土坯用的石杵和模具、马槽等。
红色收藏方面有：毛主席画像、塑
像、瓷像、像章，以及毛选、语录、诗
词等。他还收藏了一个长约19厘
米的人骨烟斗，这是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从日军俘虏那里缴获的“战利
品”，更是日军侵华的又一铁证。
近期，他还收藏了清代范公祠主
檀。

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民俗老物
件，在“老胖民俗博物馆”应有尽
有。在这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年代的记忆。“我
从小就喜欢老物件，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留住乡村记忆，留下民俗
财富，弘扬民俗文化，让后代看看
老一辈用过的事物，进而能更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这对我来
说，既是传承也是责任。”周桂鑫
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一个农民对
于乡村记忆和民俗文化的坚守和
执着。

传承民俗守望乡愁
——记“老胖民俗博物

馆”馆长、农民文物收藏家
周桂鑫

马建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徐浩明 报道）
近日，受烟台市胡其林先生和原滨
州市委书记孙德汉家属的委托，滨
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向滨州市图书
馆捐献孙德汉著作。

捐赠图书包括：胡其林编著《政
声人去后——缅怀孙德汉同志文集》
和孙德汉著作《一飞冲天》《三点一线》
《五海四环》《七彩长虹》《九峰叠翠》
《领导干部三五七》《路水天歌》《聊关
东》《聊胶东》等，共计16种23册。

胡其林，笔名上官古月，1952
年生，烟台市福山区人，中共党员，
退休公务员。孙德汉同志生前好
友。《政声人去后——缅怀孙德汉同
志文集》由胡其林、王天仁编著。该
书收录了社会各界缅怀孙德汉的诗
歌、文章、照片等。作者希望通过文
集表达对孙德汉崇高的敬意与深深
的怀念，也是在孙德汉逝世三周年
时敬献的一份祭礼。

孙德汉，1950年生，山东烟台
牟平人。1976年8月，年仅25岁的
孙德汉受命担任养马岛公社党委书

记。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 5
年，彻底改写了岛上群众世代靠船
载橹摇与外界联系的历史；1990
年，孙德汉担任烟台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谋划实现了“外
向型工业发达起来，以高新技术腾
飞起来，以商贸旅游繁荣起来”等一
系列科学发展设想；1994年，孙德
汉受命从零起步筹建山东航空公
司，山航创造了从零开始，半年筹
建、半年起飞的奇迹；2002年，孙德
汉赴滨州先任市长，后任市委书记，
其间，滨州坚持科学发展，成为由

“追赶”到“赶超”战略转变的典范。
2008年，孙德汉任青岛市政协主
席。2020年9月，孙德汉因病在青
岛逝世，享年70岁。

孙德汉著有《九峰叠翠》《三点
一线》《一飞冲天》《五海四环》《七彩
长虹》等作品，共计200多万字。这
些作品是他对数十载从政经历别开
生面的回忆长卷，也是他留给后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点一线》讲述了孙德汉从牟
平到蓬莱，再到烟台开发区，三点连

一线的工作经历。1968年，孙德汉
在牟平从事教育工作，后任养马岛
公社党委书记、牟平县县长，又调任
蓬莱县委书记，后又到烟台开发区
工作。牟平、蓬莱、烟台，连接渤黄
海，三点成一线，这是任务艰难险重
的火线、改革开放的前线、干事创业
的第一线。在此期间，孙德汉抓党
建、抓廉政、发展新型工业，做老实
巴交实在人，干实打实的民心事。

滨州地势偏洼，丰水则涝，枯水
则旱，历史上因黄河多次断流，曾给
滨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重
大损失与深远影响。现实生活中，
建房盖屋、修路等工程又需要大量
的回填土筑台。《五海四环》讲述了
孙德汉带领一班人独具匠心地通过

“一挖一填、一卖一买”与合理运作，
规划建设了环城公路、环城水系、环
城林带、环城景点和东海、西海、南
海、北海、中海五座大型平原水库
（即“四环五海”），建设了“航空母
舰”、国际会展中心景观群等。“四
环”之内总面积176平方公里，不仅
拉开了大城市框架，而且让整个城

区珠围翠绕；“五海”坐镇城市五方，
年调蓄水量可达1.5亿立方米，支撑
工业高速增长用水和市民生活用
水，中间以河道和林带勾连，循环往
复，流水不腐。漫步城中，让人有置
身江南水乡之感。“大地出平湖”的
神来之笔，催生了碧水绿荫的现代
化生态城，诞生了全国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

《一飞冲天》是孙德汉任山东航
空公司总裁期间的工作报告、讲话、
文章、书信等的内容整理和辑录，展
现了筹建山东航空公司的全过程。
该书讲述了如何从零开始，克服难以
想象的重重困难，破除难以逾越的险
阻，安全第一、先飞为上，立体交叉、系
统推进，终于踏平坎坷开天路，创造中
国民航发展史奇迹的感人故事。

《《七彩长虹七彩长虹》》是孙德汉担任青岛是孙德汉担任青岛
市政协主席时期的从政经历与工作市政协主席时期的从政经历与工作
感悟感悟。。政协就像一道彩虹政协就像一道彩虹，，缤纷多彩缤纷多彩，，
精英满堂精英满堂、、人才荟萃人才荟萃。。这道彩虹又是这道彩虹又是
联结各行业联结各行业、、各阶层各阶层，，通向群众的纽带通向群众的纽带
和桥梁和桥梁。。大团结大团结、、大统一大统一，，囊括一切代囊括一切代
表人物表人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孙德汉家属向市图书馆捐赠图书
所赠图书讲述了孙德汉在各地任职期间的从政经历与工作感悟

日前，第六届国际《尚书》学学术
大会和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在邹平
举行，两个大会均取得圆满成功和巨

大成就，社会反响强烈。现摘登部分
专家学者和获奖诗人的会后感言，让
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由这两个大

会所引发的关于伏生精神、《尚书》文
化和“伏生故里”文化品牌打造的一些
热点问题，发挥好两个大会所激发出

的文化能量，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以
期在推进品质滨州文化事业发展上
不断创造新成就。

学术大会确认邹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学术大会确认邹平在中
国文化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钱宗武 国际《尚书》学会会
长、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一点，两个会议同期召开，极
大地提高了邹平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来自海内外、全国各地的学者
们、诗人们，对邹平有了更直接、更
真实的了解和体察。会议期间，与
会者充分感受到了邹平人民的精神
风貌、精神气质。会议结束离开邹平，
他们都是带着对邹平最美好的回忆，
回到了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在今后的
生活、教学、研究工作中，我相信一定
会更多地宣传邹平。

第二点，此次学术大会提交的
论文数量在国际《尚书》学会的历届
大会中是最多的。因为主题是“伏
生与《尚书》”，所以与会者从多个角
度、多个层次全方位全系统地对伏
生精神和《尚书》文化，以及伏生和

《尚书》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
比如，什么是伏生精神，伏生精神有
什么特点，伏生精神和古老的《尚
书》文化在现代有什么样的意义，也
就是说对我们当今的生活、生产、社
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价
值，在这个学术大会上都作了多维
度深层次阐释。第六届中国伏生诗
会，用多种美好的形式、沉浸式的表
演以及强烈的带入感，把大家带进
了诗会中、诗歌中。伏生诗会和学
术大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第三点，通过此次大会，从理论
上、学术上阐述了邹平在中国文化
发展史上的极高地位，是中国历史
文化的一个地标，也是中国精神文
化的一块高地，在此次学术大会上

得到了确认。海内外学者从各个方
面论证了伏生的精神、思想、价值的
历史性和现代性。

在“两创”道路上，邹平
做出了特色走在了前头

（傅永聚 国际《尚书》学会副会
长、原曲阜师范大学校长）

邹平是伏生的故乡，伏生是邹平
的骄傲，能在伏生的出生地举行国际

《尚书》学学术大会这样高规格的会
议，来弘扬伏生精神、传播《尚书》文
化，意义非同一般。伏生再造《尚书》，
对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还首次公
祭伏生。应该说，在“两创”道路上，邹
平做出了特色、走在了前头。

要深度挖掘被“冻”住
了的传统文化

（廖名春 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
想文化所教授）

对重要传统文化资源要进行深
度挖掘，要采用适当的形式，展示它
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有很多优秀的
文化资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
比较冷、比较稀缺，或者属于“冷门绝
学”。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深度挖掘
这些被“冻”住了的传统文化。伏生
传世的资料很少，但他在中国文化
史上的贡献又非常大，实际上伏生
千百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
视，有关他的著作也散佚了。这次
在邹平隆重公祭伏生，是千百年来
第一次，规模宏大、庄重典雅，视觉
震撼力强，必将有力推动伏生精神
和《尚书》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邹平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了成功范例

（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整个民族进入到一个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的新时代。人们开始重视身
边的文化资源，邹平也对当地的传
统文化更为重视起来。在这样一个
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举办这样高规格
的会议，特别有助于激发当地民众更
高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有利于激
发大家对邹平的文化认同感，激励大
家团结起来把邹平建设得更好。

党中央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次会议就是很好的文化
实践，这样的文化实践必定会取得
大的文化成果。另外，以前像经
学特别是像《尚书》这样的文化典
籍，都是学术界在研究。进入当代
社会，研究阐发这些典籍并实现现
代化转化，使其成为滋养当代社会
生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需要学
术界和地方、民间社会通力合作。
这次会议有党委政府、学术界、社
会各界等多方参与，在弘扬传统文
化方面提供了成功范例。

公祭伏生是一种非常
好的设计

（汪启明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
传播学院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副会长）

公祭伏生典礼是一种非常好的
设计，能促进稀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得到深度挖掘，用有形的、生动的、
隆重的形式，增强活动的仪式感和
可接受性，让更多的人了解伏生的
功德，走进伏生的精神世界。此次
公祭伏生典礼，是做了一件非常好
的事情，因为这不是生硬的说教，中
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通过生动的
歌诗乐舞能够更深刻地感染人、教

育人。在邹平、在雨中公祭伏生盛
典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伏生诗会美哉奂焉
（朱岩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是邹平

人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对时代精神
的呼应。诗会融合创作、朗诵、表演
于一体，美哉奂焉，卓然不群，观众
沉浸其中，目酣神醉。就我而言，诗
会的90分钟里，我经受了精神的洗
礼，听到了时代的呼唤，可谓品尝了
一场视、听、思完美融合的“饕餮盛
宴”。

伏生诗会与土地连结
在一起

（车行健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教授）

伏生当年在艰难的环境下，全
力将《尚书》保护并传承下来。两千
年后的人们，在伏生授经的土地上，
举办探讨《尚书》的会议和一系列纪
念伏生的活动，这很有意义。

伏生诗会上的诗感情饱满，富
有生活气息，与土地连结在一起，是
给普罗大众看的，非常接地气。

《尚书》在日本的影响
源远流长

（伊藤裕水 日本山口大学人文
学部讲师）

伏生所保护和传承的《尚书》，
在日本的影响也是源远流长的。日
本的部分年号就是根据《尚书》名言
定出来的，并且这些年号数量很多，
可见《尚书》的文化影响力之大。作
为深受《尚书》文化影响的日本人，
能够来伏生故里参加《尚书》学学术
大会、伏生诗会、公祭伏生典礼，感
到非常高兴和激动，非常感谢邹平。

获奖诗人眼里的“中国伏生诗会”

高君：来自山东，一等奖作品
《原野的母语，致敬伏生》作者

对本次伏生诗会印象最深的有
三点：一是组织工作细致缜密。不
难看出，各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协同
完成，保证了每个环节衔接顺畅、有
条不紊。二是诗会节目精彩纷呈，
充分展现了伏生故里邹平的新气
象，以及伏生文化给这座城市带来
的精神升华。三是感觉诗会时间还
稍显仓促，各地诗人来一趟不容易，
建议诗会适当延长。

马冬生：来自河南，二等奖《给
孩子讲“稼穑”的音形义》作者

伏生故里邹平，我的诗和远方。
踏足伏生故里邹平，参加中国伏生诗
会，尽管时光短暂，但邹平的情义与
诗歌的意蕴永在，必将是我最难忘最
美好的回忆。邹平于我是陌生的，也
是温暖的，那么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让诗会有了延伸不尽的诗情，让
我感受到了伏生故里的温度与厚重。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虽然是
县区一级的晚会，但整体水平却是
五星级的，特别是朗诵者的朗诵，让
获奖作品更加打动人心。诗会活动
组织周密，舞台灯光音乐背景都很

好，特别要感谢冯春霜老师对我作
品的全心演绎，希望伏生诗会暨公
祭伏生活动年年举办，让邹平“伏生
故里”文化招牌熠熠生辉。离开邹
平了，相信我在邹平种下的诗歌的
种子已经发芽，必将长出最妙曼的
诗意、最蓬勃的生机。祝福邹平。

王志彦：来自山西，二等奖《邹
平，齐鲁大地的山水颂章》作者

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伏生诗
会，对《尚书》文化和伏生精神的传
承与弘扬具有重大意义。我对“伏
生故里”地方文化品牌建设提出以
下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是除了每年一届的伏生诗
会，要在邹平当地中小学增设“尚书
再造”课程，让伏生精神深扎邹平大
地。二是打造“伏生故里”文化品
牌，形式不能单一，除公祭和诗会等
活动外，还要开发有关伏生和《尚
书》方面的文创产品。三是伏生祠
的修缮和恢复工作还需加大力度。
在时机成熟时，建议增建伏生书院
和文化广场，公祭活动才更显规模
和庄重。四是伏生诗会每年可以增
减节目，成熟的保留，不成熟的逐年
调整完善。相信中国伏生诗会会越

办越好，一定会成为齐鲁大地上亮
丽的文化名片。

董剑：来自山东，三等奖作品
《山村简史》作者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和第六届
国际《尚书》学学术大会同期举办，
两个会议互相映衬，为邹平营造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活动的高
度与厚度。

我觉得诗会的亮点是“朗诵环
节”，每一位朗诵者都非常好地诠释
了获奖作品，情感饱满、到位，视频
背景精美、大气，与获奖作品高度契
合。“古诗今唱”这类节目也很好，我
觉得这样能够把一些经典诗句编排
得朗朗上口，更有利于传播。此外，
公祭伏生典礼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的
诗人学者触动很深，有了更真切的
文化体验，心灵受到洗礼。在邹平
期间，我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为伏生
诗会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尤其当
我看到那些小演员们一排排坐在走
廊的过道中候场，着实令我感动。

刘平平：来自山东，三等奖《父
亲的麦子》作者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举办得隆
重热烈又高端大气，节目唯美、接地

气，是一次成功的诗会。作为诗会
的参加者，我谈一下个人想法：一
是，作为一个全国性诗会，会期有点
短。我知道好几个外省获奖作者，
因为会期短未能参会。二是，在诗
会期间，可以举办一些诗歌或文化
研讨交流会。三是，诗会敞开胸怀
接纳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诗人、学
者，所有华语作者可以参加每一届
征文活动，是否可以加上一条“往届
获得一等奖的作者可以继续参赛，
但不能再获一等奖”；如果作品足够
优秀，可以专门为其设置荣誉奖。

马亭华：来自江苏，优秀奖《稼
穑记，兼致伏生》作者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对获奖作
品的演绎堪称完美，画面与朗诵的
契合度高，舞美灯光效果震撼。主
办方对伏生诗会每年一届的连续性
举办，值得推崇，已成为其他地方在
打造传统文化品牌方面学习的典
范。建议扩大伏生文化展览馆的占
地面积和规模，在韩店镇和邹平市
区都应建有伏生文化展览馆、伏生
文化广场、伏生诗歌墙、尚书广场
等，真正将文化事业做深做细。

（作者为滨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回 响
——专家学者、获奖诗人谈第六届国际《尚书》学学术大会和

第六届中国伏生诗会
王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