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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者访问孔子研究院

11月18日，韩国成均馆儒道会总本部咨询委员、古文学者金学庆，

韩国儒学专家、乡校书院首席讲师权赫范，韩国美术字设计协会会长

金星泰，韩国龙仁佛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李莲淑等一行五人到孔子研究

院儒学文献收藏中心参观访问。(通讯员 孔勇)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优良家风

近日，曲阜市时庄街道罗汉村开展“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表

彰活动。经过投票，最终评选出符合条件、群众公认的18位“好婆

婆”“好媳妇”。下一步，曲阜市时庄街道将以百姓儒学节为契机，

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孝老爱亲活动，让美德之风吹遍时庄每一寸

土地。(通讯员 张云伟 张妍)

泗水送戏进社区，文化惠民润人心

11月19日，泗水县泗河街道古城社区在府前花园东门广场开展惠民戏曲

文化演出活动，婉转戏曲、悠扬歌声……为社区居民增添无限乐趣。此次活动，

把精彩纷呈的戏曲节目送到社区，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有声有色的

“艺术盛宴”，进一步激发居民的文艺爱好兴趣。(通讯员 翟常森)

参加专场推介，展示中册魅力

11月17日，泗水县中册镇组织辖区内三家企业赴山东广播电视台参加

“好品山东 商行天下”泗水专场推介活动，全面展示中册镇的风土人

情、家乡好品、文化魅力。其中草源红公司作为泗水县文化“两创”示范点之

一，在推介会上通过线上推介泗水县的农副产品，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

爱。(通讯员 翟常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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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发扬朱派艺术
“致敬戡翁——— 朱复戡师生书画作品展”开展

泗水民间“送祝米”的往事

作者 张学勇

在孔子诞生的洙泗大地，流传着这
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儿子出生了。鲁昭公
派人送去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收
到鲤鱼后，认为这是国君对自己的殊荣，
感到万分荣幸，立即给儿子取名“鲤”，字
伯鱼，并把鲁昭公送来的鲤鱼供奉起来。
不知道，民间祝贺“弄璋弄瓦”之喜是否
始于此，但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悠久的泗水大地，两千多年来，
一直沐浴着孔孟文化的雨露。“礼尚往
来”的基因，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当年鲁昭公送“鲤”祝生，慢慢演化成
了今天的“送祝米”。

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大人走亲戚。当
客人的感觉真的是很爽啊！虽然次数不
怎么多，但也总有些许零食什么的，可以
拉拉馋。那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甚至是

吃腻了的东西，在那时却是不可多得的
奢侈品。

最能解馋的要算是跟着母亲去“送
祝米”。

“送祝米”是在我们这里一种古老朴
素的习俗。谁家的小孩出生以后，商定了

“送祝米”的吉日，会煮一大锅鸡蛋，然后
用“洋红水”浸泡成“红鸡蛋”，派一个本
家到亲戚家去“报喜”，告诉人家哪天举
行庆贺仪式。一般来说，男孩取双日子，
也就是出生的第八、十或十二天；女孩取
单日子，出生的第九、十一、十三天。当
然，有时根据孩子和产妇的身体状况也
会适当推后几天。

“送祝米”的礼品，很有特色的。一般
是用农村特有的“箢子”，里面装上面粉
(或小米)，加上几十个鸡蛋(鸡蛋的多少往
往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定)，再包上
四个“包囊”，(用旧报纸包上一斤左右的
白糖、红糖、大米之类的东西，然后用线捆
好，把红纸裁成大小适中的长条，放在“包
囊”的上边，以示喜庆。)上边再蒙上一块
红色或者色彩鲜艳的花布，一个“祝米箢
子”就完工了。有的还再给小宝宝买身小

衣服，以显示对孩子的疼爱。关系特别近
的，有时还会送两箢子“祝米”。

最要破费的当然要数小宝宝的姥姥
家了。为了显示对外孙(外孙女)的疼爱，
送的东西和礼物更要比一般的亲戚朋友
多得多。普通的箢子，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了，这就要用到“盒子”(一种木制的礼品
容器，圆形，分四五层，每层都可以容纳
很多的东西)，一层放鸡蛋，一层放“包
囊”，一层放大米，一层放小米，一层放白
面……由于东西太多，重量太大，不得不
雇本家年轻力壮的后生来“抬盒子”。

记得小时候，一听说母亲要去“送祝
米”，高兴得从前几天就唱滋滋的。无论
在哪个方面，都表现得特别好，唯恐母亲
不让自己跟着去了。

到了“送祝米”的那一天，一大早就
起来了，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再换上
干净的衣服，像只小鸟一样飞来飞去。等
母亲拾掇好东西，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
边，一路上高兴得手舞足蹈，步行五六里
路也一点儿不觉得辛苦。

到了亲戚家，小孩子的第一个福利
就是热乎乎的“红鸡蛋”。几个孩子便大

呼小叫地跑出去玩儿，找到一个人少的
地方，拿出自己的红鸡蛋，比一比谁的
大，谁的小。然后，再轻轻剥了皮儿，细嚼
慢咽，吃得一点渣儿都不剩。

除了红鸡蛋，更让人流下口水的是
祝米宴。宴席规格不一，根据主人家的家
底儿情况，有厚有薄，但对于我们这些小
馋虫们来说，已经不亚于“满汉全席”了。
大人们都先紧着小孩子们吃，什么好吃
的，好喝的，都会挪到孩子们跟前，填到
孩子们的肚子里。

酒足饭饱之后，跟着母亲挎着小箢
子就踏上了归程。这时，心里挂念的就是
箢子里“押”回来的东西了。一般情况下，
米面基本上全留下，只留下一点底儿，红
糖白糖之类的，留下一半，“押”回来一半
儿。如果没特殊情况，这“押”回来的一
半，足够老长时间解馋的了。

而今，“送祝米”的习俗犹在，但挎着
箢子“送祝米”的几乎没有了。随着人们
经济条件的改善，大家也都嫌麻烦，那箢
子“祝米”大多换成了红花花的人民币。

事儿是省了，可总觉得少了许多的
热闹味儿。

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记者
汪泷) 11月18日，“致敬戡翁——— 朱
复戡师生书画作品展”在位于任城
区文化“两创”示范点的南池公园段
玉鹏艺术馆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由中共济宁市任城
区委宣传部主办，济宁市任城区融
媒体中心、朱复戡艺术研究会、段玉
鹏艺术馆承办。自今年4月份开始
筹备，在朱复戡的得意门生冯广
鉴、段玉鹏二位老先生的辛勤努
力和广泛联络下，共征集朱复戡
先生不同时期的精品力作24件，
征集朱复戡遍布全国各地31位学
生的书画作品84件。展览作品已
出版成册，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行。

朱复戡是我国近代杰出的金
石书画大师，集金石、诗、书、画、
印五绝于一身。他勤勉一生，为我
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朱复戡在泰安工作生活了20

多年，他生前多次到济宁，可以说
对济宁情有独钟，济宁籍特别是
任城籍弟子众多。济宁为其建立
了朱复戡艺术馆，并发起成立了
朱复戡艺术研究会。

近年来，朱复戡艺术馆、朱复
戡艺术研究会，以及段玉鹏艺术馆
一直在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朱派艺术做着积极的工作和
努力。举办“致敬戡翁——— 朱复戡
师生书画篆刻作品展”，是任城区
委、区政府纵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
动实践，必将为任城区艺术大发展
大繁荣注入强大的活力。

观看展览后，广大文艺工作
者纷纷表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艺术导向，把准时代脉搏、
融入社会发展、反映人民生活，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书
香任城、文明任城、文化任城增光
添彩。 书画作品展吸引众多文化爱好者前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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