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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东北风2～3级，15～26℃ /
5月31日，晴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3级，14～28℃ /
6月1日，多云转晴，西南风2～3级转西风3～4级，18～31℃

高青为何要办
《尚书》文化周？

传千年之经义，燃万古之明灯。
5月29日，在千乘欧阳故里、《尚书》文化胜地——— 高青唐坊，高青

县首届《尚书》文化周暨六艺童趣汇隆重举行。
早在2018年，“《尚书》文化传承与乡村德治”研讨会暨乡村儒学讲

堂启动仪式就在高青举行，《尚书》文化传承中心同时揭牌，这里也是
全国首家《尚书》文化传承中心。时隔五年，高青的《尚书》文化再次有
了大动作，领域内的相关专家齐聚一堂，为黄河腹地新城的高质量发
展再次塑造精神内核。

《尚书》文化传承中心为何
得以花落高青，扎根唐坊？因
为在这里，《尚书》文化源远
流长。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荣休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
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颜
炳罡表示，唐坊镇作为曾经的
千乘古城所在地和千乘欧阳八
博士的故里，是《尚书》的传承
重镇，近年来，通过深入挖掘
《尚书》中的时代价值，在《尚
书》文化传承与乡村德治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将千乘文化
的挖掘和保护充分融入区域发
展和产业发展中，成为推动镇
域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尚书》学传承与发展史
上，千乘欧阳氏家族作出了重

大的历史贡献，由欧阳生到欧
阳歙代传《尚书》经学，先后八
代、二百余年传习《尚书》学，形
成历史上有名的欧阳《尚书》学
派，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有《尚书》学八世
博士之美誉。

而高青县唐坊镇是古千乘
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欧阳八博
士的故里，境内现存千乘城遗
址、店子遗址、卫灵公墓等人文
景观。东汉时期，欧阳八博士
在此讲学《尚书》，故高青唐坊
是欧阳《尚书》文化的传承
重地。

像西汉早期经学博士之一
的欧阳生，西汉千乘郡(今山东
省高青县)人，幼习经学，受《尚
书》于伏生，将《尚书》29篇分解

为31篇，为《周诰》《殷庚》作了
详细注解，著有《欧阳章句》41
卷、《欧阳说义》2篇，成为西汉
今文《尚书》欧阳学说的开创
者。欧阳生的著名弟子倪宽
（千乘人），又将学说传授给欧
阳生的儿子，代代相传，这才有
了“欧阳八博士”的美誉，被称
为欧阳《尚书》学派。

在欧阳家二百多年的《尚
书》传习中，得以窥见历史巨轮
的浮沉下，著书传经者潜心耕
耘、于浮沉中岿然不动的精神
力量。可以说高青的《尚书》文
化，不仅仅是历史年轮的标注，
更是对这种文化内核的传承和
发展。

在高青，《尚书》文化不但
引来业内儒学专家汇聚一堂，

形成“谈笑有鸿儒”的论坛、讲
座，也因全国首家《尚书》文化
传承中心落户于此而形成了

“尚学”文化圈。高青县计划在
唐坊镇开展试点工作，依托乡
村儒学讲堂，结合《尚书》文化
传承，开展优秀文化进农村、企
业、学校活动，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

历史上高青名人辈出，像
舜、虞、姜太公，包括欧阳八博
士等，他们都曾在这片热土上
或开创伟业或著书立说或传承
文明，这些仁人志士、先贤达人
把高青塑造成了《尚书》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

在高青，不仅看重《尚书》的过
去，还在为其计划着未来。

2018年，高青县就计划在唐坊
镇开展试点工作，依托乡村儒学讲
堂，结合《尚书》文化传承，开展优秀
文化进农村、企业、学校活动，助力乡
村文化振兴。乡村儒学讲堂将立足

“党建助手”的定位，充分发挥丰富的
儒家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儒学优势，以
《尚书》优秀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建
设政德教育基地，着力打造“优秀文
化+”平台，将无形的文化通过有形
的载体传播开来，推动《尚书》特色文
化小镇建设，通过儒学入乡村，美德
传四邻，达到教化百姓，德治乡村的
目的。

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青黄
河文化研究会会长孟庆尧表示，欧阳
生的著名弟子倪宽（千乘人）在担任
左内史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
践行《舜典》的思想精神，采取措施奖
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
仁厚之士，体察民情，不务虚名。因
此，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倪宽传
承和遵循《尚书》的理念，对于当下施
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青县将成立传统文化学会，创
建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以千乘文化
和《尚书》等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进
一步挖掘整理高青县的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印制普及读本；选拔当地的
传统文化爱好者，争取高青籍贤达人
士加入传统文化学会，组建一支优秀
传统文化宣讲队，积极邀请高校、科
研院所、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授课，
重点培养当地的宣讲骨干，形成内生
性的文化力量和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不断开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新局面。

近年来，山东乡村儒学的发展引
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被称为“山东乡
村儒学现象”。

就像颜炳罡所言，围绕《尚书》，
做好推广乡村儒学、实现乡村德治的
工作。要把《尚书》里的优秀传统思
想以及许多重要的观念发掘出来，让
《尚书》走进课堂、走向社会，唤起民
众内心的道德明觉。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晓宁 李波 通讯员 王克军

为何说高青是《尚书》文化传承重地

如何让《尚书》
助力高青乡村发展

高青在汉代称为“千乘”，
今文《尚书》学里的大宗为欧阳
学，开创这一学派的欧阳生，就
是千乘人。正是因为这样的历
史渊源，高青县才会对《尚书》
情有独钟。

《尚书》即“上古之书”，又
称《书》或《书经》，由孔子编定，
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涵盖了
从上古尧舜时期一直到春秋秦
穆公时期的重要活动。因为这
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
上”言论的记载，故称为《尚
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法

律、伦理、宗教、哲学等极为珍
贵的史料。

《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
史书之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历史文献汇编。上古先贤的言
行记载在其中，让后世读《书》
而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
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
之要。它讲述了中华文化的核
心理念，构建古老文明的知识
体系。而其中的重要概念，就
是“德治”和“德教”。

据唐坊镇党委书记董宏亮
介绍，依托厚重的文化底蕴，

2018年，唐坊镇建成了国内首
家《尚书》文化传承中心、淄博
市首家《尚书》主题政德教育基
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等五大基
地，为文化兴镇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唐坊镇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坚持文化铸魂、活动培
基、节庆造势，大力发展文旅事
业，全力推进文化名镇建设，为
全县文农旅深度融合发展贡献
了唐坊力量。

颜炳罡多次因《尚书》来高
青，他曾说，高青有着这样的历

史渊源，要推广乡村儒学、实现
乡村德治，就要以《尚书》为中
心，打动城乡居民，改造乡风。

“能与这样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发生如此重要的历史联系，对
于咱们高青县、唐坊镇而言，都
是难得的缘分。应该珍惜这种
缘分，珍惜祖先的这种赐予，围
绕《尚书》，做好推广乡村儒学、
实现乡村德治的工作。”

在“德”的前提下，《尚书》
文化还拓展了公共文化空间，
给文旅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主
题和价值。

高青为何对《尚书》文化情有独钟

高青县首届《尚书》文化周暨六艺童趣汇文艺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