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东

“山东手造”作为目前我省重点
推进的文化产业工程，以集成、集
聚、集约的方式塑造传统手工艺区
域公用品牌，在立意、定位和布局等
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打造好“山东
手造”品牌，需要从地域、文化和产
业三个维度对“山东手造”进行细致
入理的剖析，立足优势强项，深耕人
文沃土，助力产业升级，使“山东手
造”成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催
化剂”和“加速器”。

一是地域维度。作为文化创造
的主体，人是生存在一定的自然条
件下，由此形成自身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物质
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活动。千百年来，
勤劳质朴的山东人民在岱青海蓝之
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这为打
造“山东手造”提供了肥沃的人文土
壤和坚实的发展支撑。

具体而言，我们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86项，省级
名录1073项，市级名录4121项，县级
名录12758项，总量居全国前列。此
外，山东产业结构均衡性和协调性
较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41
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有100多种
重点产品产量居全国前三位，145家
企业入选单项冠军企业名单。2020
年，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
过万亿元的省份，连续多年稳居全
国第一。在传统手工艺品方面，山东
共有各类传统工艺类企业和经营业
户119万个，直接从业人员350余万
人。潍坊风筝、博山琉璃、临沭柳编、
德州黑陶等已成为誉满海内外的

“山东手造”的亮丽名片，泰山桃木
雕刻工艺品、铜金蟾铜器、黄铜工艺
品、持棠无火香薰、香氛蜡烛等产品
作为“山东手造”的优秀代表入选第
一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深厚的
文化底蕴、完备的产业基础和有力
的政府背书为我们做好“山东手造”
品牌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天时、地
利、人和之下，我们要有充足的信
心、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耐心，将

“山东手造”品牌打造好、利用好、发
展好，使传统“老手艺”焕发时代“新
生命”。

二是文化维度。山东手工技艺
根植于齐鲁大地，在齐鲁文化发展
演变进程中扮演着参与者、构建者
和助推者的重要角色。“山东手造”
凝结着古往今来齐鲁匠人的经验和
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
和精神气质，蕴含着新时代需要大
力弘扬的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不可再造、不可多得、不
可忽视的“文化资本”。我们要将打
造“山东手造”品牌的过程，不仅看
成一个塑造手工艺区域公共品牌，
促进我省文化创意产业提档升级的
过程，也要看成一个以物载道、以器
弘道，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讲好“山东故事”的进程。
一方面，阐释好“齐鲁造物哲

学”。山东手造大多数是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载体，有技艺、有传承、有
历史、有创新，千百年来浸润于儒
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齐鲁文化
场域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造物哲学。例如，名扬海内外的鲁菜
彰显了“文质相含”“以物比德”的儒
家造物观；临沭柳编、胶东纸笸箩蕴
含了“节用为本”“致用利人”的朴素
造物思想；博山琉璃、莱芜锡雕体现
了“尊礼造物”“制器尚意”的造物理
念；曲阜楷木雕、东昌葫芦画则呈现
了“象法天地”“道器合一”的造物哲
理。这些造物观念凝练了千百年来
齐鲁匠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
之宜”的体悟和智慧，彰显了谨遵法
仪、崇智求真的态度和精神，是技与
道的统一，是道与器的融合，是现代
意义上工匠精神的历史表达和人文
呈现。打造好“山东手造”品牌，要重
新审视机械、固化、批量的现代工业
制造理念，将手造产品的设计、制作
和生产过程视为“齐鲁造物哲学”动
态生成、活化演变和创新发展的进
程，针对“山东手造”所牵涉的多样
技艺类型和丰富技艺形态，做好溯
源、深挖、细研工作，提炼文化内蕴、

洞悉文化肌理、传承文化血脉，为
“山东手造”贴上造物哲学的“金名
片”。

另一方面，讲述好“山东手造故
事”。《周礼·考工记》记载：“国有六
职，百工与居一焉。”“山东手造”向
世人呈现了一物一品的使用价值和
艺术价值，深层演绎和映衬着的是
鲜为人知的匠人春秋和匠人风骨。
无论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鲁派内
画重要传人王孝诚、东昌葫芦雕刻
国家级传承人李玉成，还是鲁绣传
承人牛玉叶、聂氏铜器铸造工艺传
承人聂强，一辈辈、一代代“山东手
造”工匠艺人在学艺、创作、创业、守
业、传业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手造
记忆，真实展现了脚踏实地、坚韧不
拔的匠人风骨，完美演绎了敢想敢
拼、勇于创新的匠人精神。我们要全
面系统做好齐鲁匠人“山东手造故
事”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工作，赋予

“山东手造”更多的文化存在感和历
史厚重感，让“山东手造”的一品一
物成为讲述“山东故事”的“代言人”
和“播报员”，让厚德诚信、勤劳质
朴、刚毅果敢、求实创新的山东品
格，伴随着一件件“山东手造”传到
五湖四海、传进千家万户。

三是产业维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对经济价值的追求是传统手
工艺得以延续传承的根本所在。与
现代工业相比，传统手工技艺多孕
育于古老农耕文明之中，在运作方
式、机制结构、社会基础和影响范围
等方面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较大差
异。一些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民俗
文化的物质载体被收藏、陈列于博
物馆中，隔离于百姓日用之外。还有
一些手工艺在机械化生产的促动
下，过度生产、无效复制、粗制滥造，

“去手工化”现象较为突出。对于“山
东手造”而言，如何能够跳出传统手
工艺在现代转型中的发展窠臼，根
本在于用好“两创”这把金钥匙，以
传统手工艺的再生产为切入，将传
统手工技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导入当代社会生
活及产业体系之中，找准、筑牢传统
与现代的连接点。

一方面，“山东手造”传统手工
技艺多立足于乡村，以师徒传授或
以血缘关系代际继承，在多年的孕
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
色和人文性格的文化生态。2022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
旅游提升计划，重点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的工作意见。这为我们依托

“山东手造”以点带面促进乡村振
兴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科学指引，要
以保护好、发展好、利用好“山东手
造”原初文化生态为前提，在推进
乡村休闲度假旅游过程中因地制
宜植入手造元素，打造一批“山东
手造”特色村落，丰富和完善乡村
旅游产品供给。

另一方面，强化“山东手造”IP对
我省文化创意产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积极拓展研学+手造、演艺+手
造、游戏动漫+手造、影视+手造、摄
影+手造等新型消费热点，推出更多
高品质、个性化、定制型文化产品。
加快“山东手造”与互联网、农业、工
业、信息技术、体育竞技、红色教育
的互动融合，推进体验型、创意型、
科技型、文化型、复合型文化综合体
建设，促进新型文化业态的高效孵
化和智能升级。

最后，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
“智慧手造”。推进互联网、5G、大数
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在创意设计、生产制
造、运营推广、交易销售等“山东手
造”全产业链的应用。搭建以视觉与
图像识别、算法驱动、个性推送等为
支撑的“智慧手造”管理、营销、服务
平台，推进抖音、快手、小红书、微
信、微博等“山东手造”融媒体宣传
营销矩阵建设，加快“山东手造”与

“好品山东”“好客山东”等山东外宣
品牌的组团并进、一体传播，依托天
猫、京东、拼多多等头部电商平台，
建构“山东手造”线上销售网络，促
进“山东手造”资源系统整合及产业
要素的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文
化研究所)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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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的
壬申进士科可谓史上最成功的
一次“高考”，录取进士贾稜、欧
阳詹、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冯
宿、王涯、庾承宣等共23人，“是
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
因此号称“龙虎榜”。

时任宰相的陆贽是中唐时
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
陆贽认为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
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是人才匮
乏，因此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
贵精”的选人原则。他向皇帝建
议，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台
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他还建
议完善追责制度以约束举荐人
不能随意妄为，“一经荐扬，终身
保任”，得贤则褒奖，失实则诫
勉。为了全面了解一个官吏的政
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
考课的具体内容，强调靠制度选
人。

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
“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借
助贞元八年权知贡举的机会，他
将自己的选人用人理念落到实
处，尽管形式上仍采用诗赋、帖
经、策文三场考试格局，却改变
了侧重诗赋的习惯，重点通过策
文内容，考察应试者的才学、为
人为政理念和实际工作能力；采
取公开推荐人才的通榜之法，主
考与梁肃、王础两名副主考以及
崔元翰相互交流，公开荐士、选
士。这些别具一格的考选措施，
使怀有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如
韩愈在此之前已经三次名落孙
山，这次之所以能高中进士，除
陆贽评卷公正、准确外，还与两
位副主考梁肃、王础联合“公荐”
得当有关。韩愈后来在《与祠部
陆员外书》说：“陆相之考文章甚
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
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
美谈。”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
青少年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名
播八闽，可是屡试屡败。在这次
科考中，欧阳詹以优异的成绩名
列前茅，这是自隋代科举制度开
创180年以来，闽海泉州士子进
士及第第一人。此外，该科录取
的李观、陈羽、李绛、崔群等进士
都曾是落第举子。

据洪兴祖《韩子年谱》引《科
名记》云：“是年一榜，多天下孤
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龙
虎榜”成员多活动于中唐后期，
近一半做到六部侍郎以上的高
官，稍差一些也官至郎官、刺史。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对中唐的社会发展和
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与
祠部陆员外书》说：“其后一二
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龙虎榜”上的精英早期多
在朝廷任下级官员，或在地方幕
府任职，这段历练培养了他们仁
义忠信、心系苍生的为政信念。
唐宪宗时期，为了纠正朝廷权力

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
面，宪宗提高宰相的权威，有效
打击藩镇割据，提升中央权威，
增进社会繁荣，开创了“元和中
兴”的盛况，这段时间也正是“龙
虎榜”成员发挥政治作为最突出
的时期。

李绛、崔群、王涯成为此时
最耀眼的官场明星，三位“龙虎
榜”成员相继柄执翰苑牛耳，兼
草内外制诏，掌控宰辅机要，贯
穿元和二年 ( 8 0 7年 )至十四年
(819年)。同时，韩愈、冯宿、刘遵
古、许季同、庾承宣、张季友、侯
继等人也主要在朝中或两京地
区为官，且多在“台省清近”之任
上发挥各自作为，促进了“元和
中兴”的进程。

《增广贤文》说：“一举首登
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凤凰
池指宰相职位。元和六年 ( 8 1 1
年)，唐宪宗任用李绛为相。他任
宰相期间，多次建议唐宪宗削藩
平党，并积极参与谋划，利用藩
镇内部矛盾，使魏博节度使田兴
听命于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藩镇势力。李绛喜实厌虚，他
曾说：“身居要位，只图惜身不敢
直谏，是臣负于君王。若臣子为
国为民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
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
子。”

元和十二年 (817年 )，崔群
任宰相，他以直言正论闻名于
当时。当时宪宗急于扫荡盗寇，
对能为朝廷聚财敛资之臣大加
奖掖，故藩镇州府往往横征暴
敛，向朝廷进贡。有一次，魏博
节度使田季安进献绢五千匹，
资助修建开业寺。崔群认为师
出无名，还会加重百姓负担，奏
请皇帝不要接受其进献。处州
刺史苗稷以赋税盈余的名义进
奉七千贯钱，崔群上奏认为这
是违反诏令，若朝廷接受了就
会失信于天下。

王涯为官处世与李、崔不
同，慎言务实，循职自保，从不参
加朝中争论，循默不语，力图避
开政治旋涡，洁身自好，左右逢
源，在夹缝中生存。哪料“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朝廷“甘露之变”
发生，王涯落得身首异处，满门
被剿，家产田宅被抄没。直到唐
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王涯才被
平反昭雪，追复其爵位。

同时，“龙虎榜”的才俊们
还促进了中唐的文学繁荣，有
人把韩愈、李观、欧阳詹、李绛、
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列为

“‘龙虎榜’八士”，他们当中文
名最高者当数韩愈。韩愈是古
文运动的倡导者，有“文章巨
公”“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
并称“韩柳”，被后人尊为“唐宋
八大家”之首。李观和欧阳詹虽
然英年早逝，但在中唐古文运
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留下了广
受推崇的古文作品。

“龙虎榜”成员在中唐诗坛
上也独树一帜。如陈羽由于多年
科举不第的境遇，诗风清奇、意
象丰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
丰富了中唐诗歌的画卷。王涯诗
词语言婉丽却有风骨，他的边塞
诗有别于中唐颓废伤感之气，颇
具盛唐气象；闺怨诗则委婉有
致、言简意丰。

“龙虎榜”成员多是兼具政
治地位和文学素养之人，他们相
互间的酬赠诗作，呈现出较为丰
富的创作特色。他们与当时的重
要诗人多有交往，时常在一起雅
集，参与一些诗歌群体唱和活
动，为中唐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活
力，这对中唐诗坛乃至社会文化
发展繁荣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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