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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子欲为事，先为人圣”“德才兼备，以德
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泗水县园林局退
休职工王春本来可以在家享享清福，四年前，在他退休
的第二年冬却选择了再出发。像小青年一样踊跃报名
成为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的志愿者讲师。接下
来的一年里，圣水峪镇毛沃村、金庄镇金峪社区、中册
镇黄土村……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也留下了他的声音，
随后，他“情定”圣水峪镇小城子村。

泗水县圣水峪镇小城子村是个纯山区村，位置偏
僻，山路崎岖，离县城足有 30 里路，但王春始终坚持
每个周六到这个小山村义务讲课，中午还与村里的老
人一起做饭吃饭。两年多来，他的电动四轮车已开坏两
辆。

每每提到钟情小城子村的原因，王春总是感慨地
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蕴含着做人
行事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我们而言就
是一种感化,让我和村民走在了一起。”

小城子村是个库区村，人均耕地不足四分，年轻人
大多外出打工谋生，村子里多是老人和儿童，参加乡村
儒学讲堂的也多是老人，他们不仅想听圣贤的动人故
事,，更需要听听知心话。孔融让梨、子路百里负米、芦
衣顺母、孟母三迁等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感染了村民，王
春也由此走进了他们心里。

王春他们的讲堂设在村中一个闲置的农家小院
里，渐渐地这个农家小院成了老人们的好去处，几乎成
了村里老人的乐园。陈忠元老人曾动过三次手术，儿子
常年在外打工，每到周六，他总是早早地拄着双拐艰难
地走进农家小院。孤寡老人陈本泉棉袄脏得发光发亮，
王春见了，记在心里。再来讲课时，王春为他带来了一
件新棉袄，老人高兴坏了。陈本京老人患有中风，行动
不便，老伴已故，儿子在外打工，地里的花生无人收。听
说后，王春发动村里七八个老人去帮他拔花生……

农家小院里的故事小、笑声多、情宜浓。因为王春
的到来，他们不是一家人，更像一家人。

王春不仅用传统文化故事感染村民，也用自己的
行动感染村民。每次去小城子村，他都是提前买好肉、
萝卜、白菜等，讲完课就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做饭吃饭，
周围村庄的也偶而来参与，有时中午吃饭的人多达三
四十个人。当有人问及为什么这样做，王春两眼湿润
了:“讲一些高深的道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乡亲们
未必听得懂，也未必爱听。但身体力行很重要,以谦和、
严谨、忠实的操守，诚心诚意地践行儒家思想，可以潜
移默化地影响、感召他们。这样，儒家思想才会在他们
中间生根发芽。”

泗水县自 2014 年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乡村儒学讲
堂以来，已建立 130 多个教学点，其中示范点 25 个。
目前，县里以邀请国学专家培训乡村儒学讲师为主，变
过去儒学专家讲为志愿者来“唱戏”，使“乡村儒学讲
堂”常态化、正规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普及
化，进而带动村风民风进一步好转。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情是一点一点换回来的，
人生也是这样一页一页地真实翻过来的。王春的乡村
讲学之路并不寂寞，小城子村民陈修福等正与王春携
手并进，在这个温暖的农家小院里陪护着这个小山村
的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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