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五秩春秋弹指间，同窗共聚忆华年。5 月 13 日，
光学系红外专业 1971 级 20 名校友重返母校再度聚首，举行
毕业 50周年返校活动，追忆往昔时光，畅叙师生情谊。校党委
书记任友群出席活动。

任友群代表学校对校友荣归母校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

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概况，感谢老校友们对学校一如既往的

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各位校友作为山东大学光学系首届招生

毕业的学生，见证了山东大学融入时代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

历程，见证了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和繁荣，是历史的书写者和

铸造者。学校将始终关心关注校友，用心回应校友诉求，落实

落细校友服务，建设校友与学校更深厚的情感共同体。希望校

友们能够常回母校看看，为母校改革发展多提意见和建议。

校友们共同回忆了在山大读书时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

母校培养的感恩之情，为母校近年来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感到

骄傲，并对母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地合作、教育教学等

工作提出了建议，对学弟学妹们表达了美好祝愿。

活动中，校友们漫步校园，参观了山东大学博物馆、校史

馆、校友馆，共同重温母校悠久历史，感受校园新貌。科学技术

研究院、校友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张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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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为序，风物成诗。由山东大学历史

学院、考古学院打造的传统文化弘扬月系

列活动在遍地蔷薇的四月陆续推出，多层

面为参与者提供触摸传统文化的机会，使

其在实践中体验优秀文化的魅力，而后身

体力行将之弘扬开来。

展览海岱文物，赓续礼之传统

在传统文化弘扬月中，有一场极情尽致

的考古展览，主题为“海岱遗响，礼出东

方”，图文展以山东大学历次十大考古新发

现代表文物为内容主体，展现了中华文明

进程，诠释了山大考古人在中华文明探源

中的生动实践。远古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谱

写出齐鲁文明不朽的华章，山大考古人在

此挖掘出历史的碎片，拼接着人类文明的

进程，推动着海岱日新月异的发展。

本次展览的作品有龙山文化时期典型

的随葬奢侈品蛋壳黑陶高柄杯、章丘洛庄

汉墓的马头部饰件鎏金当卢、邹平丁公遗

址丁公陶文、长清济北王陵玉覆面、大汶口

文化遗址焦家彩陶、大辛庄遗址甲骨卜辞、

鹤壁大汶口遗址三足陶鬶、灵井艺术品鸟

雕、仙人台遗址青铜方壶及青铜鸟柱。当卢

融合了中国传统“龙马”的传说，仙人台遗

址的文物充盈了“海岱考古”品牌，为我们

讲好中国故事、山东故事提供了素材，也敦

促着考古人全面开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新局面。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的礼乐遗存

起源最早，学术界也公认“礼出东方”，山东

大学考古学院方辉教授曾说过：“礼制是对

社会等级、人际关系的约束与规定，其基础

是对神灵，尤其是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这

些崇拜通过人们的祭祀行为而得以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提到，中华文明有五个突出特性———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海岱文化把这些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据

方辉介绍，山东是儒家的发源地，同时也是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礼乐制度方面

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具备着种种优良

特性。礼乐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创新，在新时代浪潮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使得更多年轻人了解并传承，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表现。

为古典作品重新谱曲，以时尚的视角、

现代的手段解读传统文化，是弘扬月活动的

又一亮点。研究生会成员们精心策划推出了

“撷艺”古风歌曲特刊，精选了一系列兼具古

韵与当代风格的音乐。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便是歌手 Winky 诗谱
曲并演奏的《山鬼》，歌词选自

《九歌·山鬼》。为古典作品重新

谱曲并使之活跃在大众视野之

中，也是文化“两创”的重要举

措，使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加

深了对经典的记忆。

沉浸非遗体验，陶然尽兴其间

体验型活动有古风运动会、

风筝手作、汉服装束、面塑手作

等，非遗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得益

彰，展现了强烈的青春张力。汉

服溯源及装束体验活动中，国风

美人们长裙曳地，衣袂飘摇，尽

情展示华服的古典美，举手投足间仿佛跨越

千年惊艳了时光。面塑手作体验更是趣味横

生，有趣有料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参与者。面

塑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具备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指尖轻捻，便是人

生百态，白面翻飞，可谓栩栩如生。面塑活动

特别邀请中国高级非遗面塑文化传承师李

书闯为大家讲解面塑的历史渊源、技艺特点

和文化内涵，现场展示面塑制作技巧，包括

面团揉捏、造型塑造、色彩搭配等，参与者跃

跃欲试，只待面塑材料分发之后便沉浸其

中，在李师傅的指导下，一只只各具特色的

“兔儿爷”在同学手中问世，现场欢声笑语不

断，手工的魅力尽情施展。

古风运动会的形式更是丰富多元，融合

了古代有趣的体育文化活动，结合时代色

彩形成独特的竞技赛场，分为古文字辨认、

太极拳、射箭、投壶、洛书九宫格、猜灯谜、

抛绣球、踢花毽八项竞技区以及文化体验

区和观赏展示区。古风运动会策划者，历史

学院、考古学院学生会主席，2021 级档案学
本科生樊华介绍：“今年的古风运动会是首

届举办，如何兼顾趣味性和文化性、策划多

元赛事项目对于组织者来说是很大的挑

战，但也不失乐趣。我们活动初心是弘扬传

统文化并激发同学们的运动热情，所以 8
个竞技赛事都是基于历史上的趣味体育运

动进行现代化改良，此外还提供了各类文

化体验展台，使得同学们在竞技之余，亦能

漫步文化之旅。看到大家热情满满，现场气

氛活跃，我们准备的丰厚奖品被领取一空，

我们很有成就感。”

“山魂海韵 文化之约”传统文化雅集

由历史学院、考古学院联合山东大学学生

在线以及国际教育学院共同举办。在这场

文化市集中，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又

有着精彩绝伦的社团表演。由季棠汉服社带

来的“衣冠华夏”汉服秀表演首秀便带来阵

阵欢呼，鲜衣怒马金冠彩霞，演绎历代服饰

风华；Dream-Seeker 器乐社的民乐合奏在一
拨一弄之间奏响国风经典之音，更是引得掌

声不断；相声协会说学逗唱，一袭大褂立于

台上，欢声笑语聚在台下，嬉笑怒骂中道出

人生百态，拍案声响时满座惊堂；民乐合奏

《金蛇狂舞》鼓声铿锵，情感激昂，复刻节日

的欢腾，演绎龙舟赛事的盛况，观众的心跳

随着热情洋溢的鼓点而逐渐加

速，结束之后依旧意犹未尽。

古琴、中药、茶道、诗词、绒

花、面塑、剪纸、漆扇、扎染、纸

鸢、投壶、拓印、榫卯……一针

一线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参与者王晶慧分享道：“在

春日传统文化市集中，我体验

到了很多非遗传承项目，观赏

了漆扇之精美，体验了扎染之

韵味，剪纸之灵巧，中药之神

奇，绒花之绚丽，面塑之生动。

这些传统技艺不仅承载着历史

的厚重，更展现了民族的智慧

与创造力，我深感自豪，希望能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弘扬与传

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位参与者苏静同学也表示：“这是古老

的智慧和创新精神的见证，也是中华文化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体现。在深入了解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我更加坚定了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希望能做好中华文

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和弘扬者！”在这场春

光中，通过体验非遗文化及古风活动，与古

人遥隔千年却心意相通，“山魂海韵”传统

文化市集是一次崭新的尝试，是山大学子

与优秀文明的双向奔赴，更是山大青年传

承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

团队通力协作，奏响青年之声

盛大的活动离不开团队的通力合作，为

办好这次活动，许多老师和学生付出了心

力与时间。对于传统文化弘扬月的策划者，

历史学院、考古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一楠来

说，“体验”是活动的重心，“弘扬”是活动的

初心，邀请非遗传承人亲自授课，改良传统

工艺体验方式，拓展参与方式，在穿搭、手

工、视听多个领域都有所尝试，旨在挖掘历

史中的瑰宝，让它们走到当代青年的眼前，

让更多山大学子在体验中学习传统，继而

成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历史学院、考古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2022 级中国史硕士生裴银璐介绍说：“我们
最初的想法是举办‘三月三’系列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借鉴之前举办的合香、剪纸活动

经验，给大家提供更多体验传统文化的机

会，后来我们经过很多探讨与论证，最终敲

定‘传统文化弘扬月’系列活动。”秉承弘扬

传统之心，历史学院、考古学院研究生会的

成员们兢兢业业，分工明确，在老师的指导

下有条不紊推进各项事宜，从宣传海报到

场地构建，每位成员都恪尽职守，一丝不苟

落实每一个细节。

当活动圆满收官的时候，大家激动拥

抱，互相总结着这段时间的经验与教训。樊

华印象深刻的是，搭建考古展览展架、布置

展板时遇到清风，吹乱了展架的宣传海报，

展架也随之摇摇晃晃，同学们一边固定展

架，一边用“风”的飞花令打趣，乐在其中。

考古学院 2023 级硕士生，历史学院、考古学
院研究生干事王熙云动情地说：“前期准备

的时候大家多次围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

暴，为了呈现出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盛宴

争得面红耳赤。活动举办期间，我们几乎每

天都会碰头复盘反思，以求下一场活动更

加精彩，每次都会讨论到晚上十一点，在匆

忙奔向宿舍的途中还意犹未尽。所幸，大家

因我们的成果接触到很多优秀传统文化，

也把我们传承的初心散播开来，在众多人

心里播下了文化传承的种子。”

当记者问及团队为何会对传统文化活

动有如此强烈的念想，裴银璐说：“历史学

院、考古学院本就是链接历史与现在的学

院，我在这里不仅学到专业知识，更是浸染

了文化自信的气度。我认为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是我们青年人的自觉，是我们应当主

动实践的担当与使命。”

文化因赓续而繁荣昌盛，传统因创新而

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

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

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弘扬月是一次良好的

尝试，是山大学子与优秀传统双向奔赴的

行动。盛会暂告一段落，然古琴余韵绕梁三

日而不绝，嘉木余香绵延千年而更盛，中华

文明的传承，我们都在路上。我们将握紧手

中的接力棒，并将此代代传承，让薪火绵

延、文明发光，奏响文化自信的乐章。

（文 /郭笑彤 摄/周胡闻谅）

本报讯 5 月 15 日，2024山东省“聆听光影”无障碍观影
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新华社山东分社副

社长王汝堂，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孙茜芸，山东省残疾

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副部长李帅毅，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总经理柏浩，河北美术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兼书记王峰，山东大学党委常委桑晓旻出

席活动。

桑晓旻在致辞中表示，为推进国家层面“卓越新闻传播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 2.0”的具体实施，为学生搭建专业实践和德
育美育平台，山大联合主办“聆听光影”无障碍观影活动，旨在

通过有声语言的创作和解说，为视觉障碍人群提供高品质“聆

听”电影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听觉感受电影魅力。该活动是山

东大学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有效探索，也是落实服

务山东战略的具体体现。山东大学将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弱势群体帮扶，为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开展文化两创教育提供

创新型体验的模板和范例。

李帅毅表示，残疾人文化事业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聆听光影”无障碍观影项目深受残疾人喜爱，已成为特

色文化品牌。山东省残联将继续加强与山东大学等单位的合

作，让更多残疾人感受电影艺术带来的精彩体验，并期盼社会

各界关注和支持残疾人特色文化建设。

柏浩表示，省电影家协会和省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高度

重视电影艺术的“人民性”发挥，每年开展各种形式的“艺术家

进基层”、公益电影放映等活动，今后将从各方面提供支持和

协助，在更大的范围内让更多人从活动中受益。

孙茜芸表示，本次活动的举办体现了山东大学在推动文

化传承与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山东

传媒职业学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在影视声音制作方面的专业优

势，与项目组紧密合作，为无障碍观影活动的声音制作工作提

供全面保障。

活动中，“聆听光影”创演团队进行了现场案例展演，“聆

听光影”项目的编剧、导演、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于晓风，“聆听

光影”项目副导演、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团委书记杨璐进行

了电影《沂蒙红嫂俺的娘》的片段展演。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与国际教育学院同学现场演绎了电影《乡医老牛》的精彩片

段。

案例展演结束后举行了 2024 山东省“聆听光影”无障碍
观影影片《回西藏》《考丈人》和《水草长生》的版权授权仪式。

三部电影的出品方代表向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

心授权。

仪式上正式发布了山东省“聆听光影”无障碍观影活动的

品牌 logo。设计者山东易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总监薛野
现场详细阐释、分享了设计理念。

会前，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部长李英杰前来

调研活动开展情况，并和“聆听光影”师生团队进行交流。

该活动由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

东省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主

持工作）、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倪万主持

活动，山东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青岛琉璃星空影业、山东易

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山东大学相关单位有关负责人；新华社

山东分社、中央电视台、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代

表参加活动。

（徐曦 尹天佑 王梦园）

光学系红外专业 1971 级校友返校纪念毕业 50 周年

2024年山东省“聆听光影”无障碍观影活动启动仪式在山大举行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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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百年前，毛泽东在重游橘子

洲头时，挥毫写下激情澎湃的诗句“到中

流击水，浪遏飞舟”，表达了一代革命青

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凌云壮志；而如今，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迎来了实现抱负、施展才华

的难得机遇，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代重任。

近日，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书记‘青’

听———与青年谈谈心”2024 年五四青年
节特别策划活动上，校党委书记任友群

与师生代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

青年节到来之际对新时代青年的寄语，

围绕“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

当的青春篇章”主题，畅谈了对学习工作

的感悟及对未来担起建功立业使命的决

心。挺直脊梁、增长才干，坚定信念、担起

责任，书写与中国发展同频共振的未来

新篇章。

“担当”一词最早见于《朱子语类》中

“岂不可出来为他担当一家事”。清代评

论家李渔曾在著作《比目鱼》中说：“好担

当，怪不得人人敬。”就是说敢于担当的

人，必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担当”这一

中华民族古老源远的词语，跨越历史长

河，至今仍然是衡量和鞭策青年人的标

尺和动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面对国际

竞争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局

面，担当要求青年人切勿止步不前，要紧

跟变化，积极学习，以开放和进取的姿态

拥抱挑战。

站在当下的时间点，面对诸如“这个

责任担还是不担？”“人生是往左还是往

右？”的选择时，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伟大的成就离不开担当，但是有

了担当，却并不意味着能获得巨大的成

就；有的人担了一辈子的责任，却依旧默

默无闻，更谈不上千古留名，那么，为什

么还倡导鼓励大家要敢于担当、勇于担

当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担当一词，不应该仅仅

被归于结果导向的行为，应该更多地转向担当所

蕴含的过程价值，不应该仅仅把担当带来的结果

作为我们担当的唯一目的。1919 年，五四运动孕
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

五四精神，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我们

选择担当，首先就意味着一种精神与血脉的传承，

代表着一种身份和文化的归属，这样一种行为本

身其实就具有延续和发扬的重大意义。所以即便

最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担当者

敢于担当、勇于担当本身就值得赞许和

肯定。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积水成渊、聚

沙成塔，我们的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段

坚持不懈，汇聚起来，便是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从微观上看，我们每个人都代表

着一个又一个小写的“人”，在自己的人

生轨迹上坚持着、承担着自己的责任；而

从宏观上看，一个又一个小写的“人”聚

集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汇合

起无数人担当的精神，闪烁着勇气和坚

持的光芒，是在中华民族许多生死存亡

的瞬间撑起一片天的重要力量。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

群星闪耀时》中向我们展示了 14 个重要
的历史特写。这些决定世界历史的事件，

离不开主人公强烈的个人意志和使命担

当。无论每个事件的主人公最后走向了

何种命运，这些历史瞬间都共同照耀着

人类文明的天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颗星，只要我们坚定信仰意志、扛起使

命担当，那么无论我们作为“恒星”闪闪

发光，还是作为“卫星”默默守护，都能为

人类群星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厘清担当的意义后，我们还需要明

白，担当，不仅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信

仰，更需要一种能力、一种本领。有了担

当的精神，也要锤炼担当的本领。道义需

要铁肩来担，如何才能担得起自己的责

任，是每个青年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儒

家经典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想要担得起责

任，就要坚定信仰、锤炼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教导青年人：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处于大学阶段

的青年人们，我们首先需要扎实学习专

业课知识，为以后走入工作岗位、建功立

业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我们也需要不

断学习党的精神，自觉牢记党的嘱托，提

高自身道德素养，培养实干精神，永远心

怀人民。在实干和信仰的指引下，在学识和道德的

培养中，青年人必将成长为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

栋梁之才。

同学们，在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需要牢记：

勇立时代潮头，方能知全貌、观全景，回答好时代

的问题；肩担吾辈之责，才能坐得正、行得稳，对得

起人民的期盼。愿我们每一位青年人都能做好自

己的掌舵手，坚定目标、无惧风浪，即使“船到中流

浪更急”，也能奋楫扬帆、高歌远行，共同驶向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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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紧“接力棒”，争当“传承人”
———记历史学院、考古学院传统文化弘扬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