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新语》与济宁有何关系？日前，济宁读
书界第54期公益共读会在亚龙书城万达店举
行。导读嘉宾黄秀杰从《世说新语》中的成语故
事、与济宁关联的人物和故事、作品的当代价值等
几个角度入手，详细解读了《世说新语》的艺术成
就、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

在导读到《世说新语》中的“济宁朋友圈的内
涵”时，黄秀杰首先由作品中地道的济宁人引出，

之后又围绕亲缘、文缘、友缘、情缘铺陈开来，人物
连着人物，故事套着故事，一环扣一环，由济宁的
两位先贤勾连起汉末魏晋六朝众多的人物和事
件，建安风骨、竹林七贤、魏晋风度、家国情怀，彼
时彼地的名士风流、爱恨情仇一一呈现出来。

活动结束后，参与活动的书友表示，这次活动
既增加了对《世说新语》的感性认识，又增强了地
域文化自信，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2024年11月27日，是个高兴且值得纪
念的日子，我的一篇文章《祥城初冬》在济
宁晚报发表了。顿时，满怀的喜悦之情如
新年来临般涌入。
如今，手机上的新闻、短视频充斥了每

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手机屏幕蓝光的辐
射也损害了读者的眼睛。较于此，纸质阅
读反而成了“绿色食品”。我不仅订阅了
《济宁晚报》享受“绿色食品”的无害，更发
动上初一的孩子学习之余读《济宁晚报》。
济宁晚报版块丰富，内容紧贴生活。

繁忙之后，品一杯茗茶，读一份报纸，生活
顿时又回归了绿色田园。
除了享受自己文章上报的喜悦，还有

一份牵挂在字里言语间。“你的报纸到了！”
这一声问候穿越了年代的久远，这一份快
递通开了岁月的洗礼。回首过去，报纸是
文化人的“心头好”，他们不仅从报纸上了
解时代，知悉国家大事，更是沉醉于文章的
激励思想和文字的优柔、犀利之间。反观
普通老百姓，“一份报纸”就是奢侈。如今
生活好了，不必忧心生存，教育跟得上，报
纸就得时兴起来。
手机信息虽快却杂，代替不了纸质阅

读的乐趣。不如放下手机，闻一份墨香，品
一篇美文，找寻生活久违的轻松和愉悦。

莫言新作《那个晚熟的人》里所写的那
个人，我觉得那就是我。我是五十岁开始
长大的。五十岁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假如
每个生活向好的转折叫分水岭，而五十岁
就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五十岁退休，五十
岁爱上文学写作，五十岁重返校园去上老
年大学：学习朗诵、摄影。把我以前想学的
都学一遍，把以前落下的补一补。五十岁
身体力行的年龄，五十岁是思想逐渐成熟
的年龄。五十岁我把它看作是人生下半场
的开始……
我手写我心。一晃学习写作已有几年

了，从最初的小豆腐块的文字到几千字的
记录得到了大家的喜欢，积极的写作态度，
也收获了一篇篇的作品：从《妈妈您把我养
大，我陪您变老》《故乡情思》到《梦回故乡》
《大年夜》《再回故乡》；从《爱好》《悠悠岁
月，朋友情》到《相逢是缘》《你的城市我来
过》……文字记录着我的生活、我的情感、
我的成长与快乐。
我的诗歌《登山》在济宁晚报“秋季”征

文中荣获三等奖，这是今年我在济宁晚报
征文评选中第二次获奖。此奖项，是对一
位文学小白的鼓励，也是济宁晚报对广大
读者的一份爱的传递。
近年来，为发展、挖掘和推广乡村文

学，济宁晚报的工作人员走基层到农村,为
一大批文学小白搭建了坚实的平台。济宁
晚报是老百姓喜爱的刊物，是贴近群众的
媒体。只要您想写，只要您喜欢，它的大门
就永远敞开着……

寒假已至，“神兽”出笼，孩子们迎来了期待已
久的欢乐时光。为帮助广大儿童度过一个有意义
的假期，我市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演出活动将在声远舞台持续九天，每天下
午、晚上各有一场演出。市民可以通过扫码购票
的方式在线选座购票。”声远舞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1月 30日（大年初二）至2月 6日（大年初
九），精彩纷呈的演出将在声远舞台轮番上演。演
出活动汇集了多个优秀剧目，包括豫剧、黄梅戏以
及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郑州市豫剧院演艺有
限公司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两大院团强强联合，
携经典剧目亮相济宁声远舞台。

豫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代表之一，艺
术魅力独特、文化底蕴深厚，本次演出的《清官颂》
《义烈女》《包青天》《情断状元楼》《穆桂英挂帅》
《泪洒相思地》六部经典剧目，不仅剧情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极
高。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带来两部经典黄梅戏
《女驸马》和《天仙配》。此外，《冰雪奇缘》《白雪公
主和七色光》《三只小猪》等多部儿童剧不仅为孩
子们带来欢乐与知识，也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
共度亲子时光的平台。

2月2日（大年初五），一部精彩绝伦的亲子互
动剧《神奇的衣裳》将在市博物馆报告厅上演。整
场演出精心融入了多处儿童深度参与的互动共创
环节，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在充满文化底蕴的博
物馆里，感受艺术与文化的交融碰撞。

“从舞台、场景及道具的设计制作，每个环节
都有孩子们灵动的创意融入其中。他们亲手绘制
背景、搭建模型，将心中的汉服世界一点点构建起
来。孩子们不再是台下默默观看的小观众，而是
真正登上舞台的主角。”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对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能与专业演
员一同演绎精彩剧情，在聚光灯下展示自己的风
采。”市民李女士表示，无论是富有情感的对白，还
是灵动的舞蹈动作，孩子们都能尽情发挥，这种独
特的体验将极大地激发他们的表演天赋与自信
心，让他们在艺术的舞台上勇敢绽放。

在演出过程中，还设有多个亲子互动环节，
父母与孩子将沉浸在汉服文化的奇妙世界里，
共同完成一段传统礼仪的展示，一起感受古人
的生活韵味与礼仪风范。在这些互动环节中，
亲子间的默契程度得到深度提升，家庭的情感
纽带在文化与艺术的氛围中更加牢固，这段充
满欢笑与感动的美好时光，将会成为珍贵的家
庭回忆。

“孩子们可以现场触摸、感受汉服的材质与纹
理，亲自参与汉服的穿戴过程，真正做到在玩中
学、学中乐，潜移默化中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心中
悄然生长。”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年满 6 岁以
上的儿童及家庭可以报名此次活动，感受亲子互
动剧的独特魅力，收获满满的欢乐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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