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公益培训。 通讯员供图

本报 7 月 25 日讯（通讯员
周秋玉）近日，岱岳区全环境立德
树人美育教育宣讲团在岱岳区委
党校开展宣讲活动，宣讲团以《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文化
强省示范县建设》为题进行宣讲，
100余名干部参加活动。

宣讲团从岱岳文旅实际出
发，用生动的语言、充实的示例，
围绕“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
快文化强省示范县建设”的发展
意图、发展举措、发展思考和发展
落实4个方面，与大家作了深度
交流。

宣讲团强调，文化和旅游的
融合是要素资源的互动整合，是
产业价值的互补创新，是多元方
式的系统交融，是形象品牌的全
新塑造，要厚植历史文化优势，推
动文化和文物资源转化为文旅文
创产品和业态，把文旅产业培育
成为战略型支柱产业。

宣讲团指出，“围绕全区文化
和旅游提质赋能、深度融合，积极
融入‘大泰山’旅游格局，做优‘岱

岳休闲’功能，推动全区文旅资源
‘串珠成链’，打响‘泰山吸引人、
岱岳留住人’品牌，强力实施‘泰
山+’‘四新’工程”。宣讲中，宣讲
团指明了具体发展举措的总体思
路、总体目标及实施路径，通过推
进业态打造、营造营销热点、建立
旅游联盟、打造岱岳金环，打响

“休闲岱岳”。面对消费降维的普
遍现象，以产品研发、市场研究、
人才培育为抓手谋求发展，突出

“三个新”，即构建新赛道、打造新
场景、丰富新业态。同时，就如何
抓落实讲出了具体方法，要确定
目标和重点任务，要工作清单化
管理，要解决问题、突破难点，要
增强干事创业本领。

通过本次宣讲，大家对文旅
融合的意义、工作举措、发展成效
有了更深入系统的了解，深刻地
感受到当前文旅融合发展资源丰
富、特色突出，体会到了文旅魅
力。随着文旅融合战略的深入实
施，厚重的历史文化优势将加速
转化为发展优势。

岱岳区全环境立德树人
美育教育宣讲团走进区委党校

本报 7 月 25 日讯（通讯员
徐静）近日，泰山区文化馆“岱下
五音学堂”2023年春季公益培训
班圆满结课。本次公益培训为期
三个半月，开设二胡、古筝、扬琴、
合唱、大提琴、钢琴6门课程，共
计180余课时，辖区内120余名
音乐爱好者参加了本期培训。

通过泰山区文化馆和泰山民
族乐团专业老师手把手地细致教
学，学员们已掌握所学课程的基
本演奏（演唱）技巧及基础乐理知
识，能够演奏简单的乐曲，唱出优

美的旋律。
“岱下五音学堂”是泰山区文

化馆着力打造的公益培训品牌，
旨在通过综合化、特色化的培训，
加强对辖区内文化爱好者的艺术
指导和公益培训服务，充分发挥
文化馆免费开放职能，进一步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扎实推进
基层文化惠民。活动将贯穿全
年，9月至12月，将继续开展泰山
区文化馆“岱下五音学堂”2023
年秋季公益培训班。届时，欢迎
新老学员报名参加。

泰山区文化馆

“岱下五音学堂”春季公益培训班结课

泰山一带是山东四大画像石
集中区域之一。其中以大汶口、
肥城两地出土的画像石居多，并
且已多有著录。

1961年 1月，在泰安市旧县
村发现一东汉墓，墓中出土了一
组画像石，按雕刻技法分为减地
平面线刻和浅浮雕，内容包括拜
谒乐舞、车马出行及瑞兽珍禽等
题材。其中有一车马正面虎图，
构图奇特，大胆夸张，具有较高的
艺术价值。以下从中选取两块予
以分述。

第一石，位于该墓中柱。纵
1.04米，横0.36米。画像地平面
线刻，由上而下共分4层。第一
层，双鸟交颈勾连，翅膀翘起，尾
羽下垂，爪爪相对；第二层，两吏
对语，左边之人戴圆顶冠，右边之
人戴斜顶冠，皆着袍服；第三层，
刻两门卒，均面向右，两脚分开站
立。（左边）一人（手中）持棒，头戴
山形冠。（右边）一人（手中）拥慧，
头戴手顶冠，皆着袍服；第四层为
铺首衔环。（图一）

汉画像石在布局上采用分层
分格的方法，可充分利用有限的画

面，集中较多不同时空的内容。为
避免主次不分，一般将最主要的题
材安排在画面中部。显然，此画第
二层为所要表现的主题。画面上
两人窃窃私语，似乎正在密谋什么
事情。这种静中有动的细致刻画，
观后十分耐人寻味。

第二石，位于该墓门楣内面，
纵0.46米、横1.80米。画像为浅
浮雕。画面中部为一正面虎，虎
口大张，口中吐舌，双目圆睁。从
虎耳下两侧各伸出一爪按地，做
欲扑状。在其两侧各有一车、均
向左行。左为一棚车，上坐一人，
高发髻，前有一导骑。右为一主
车，四维，上坐二人，前为御者，后
一人戴斜顶冠，手持便面。车前
有一导引，戴圆顶冠，肩扛兵器。

左棚车与虎之间还有一猿一鱼，
猿在上，鱼在下，均面向虎。画像
上部浮雕垂幛纹。（图二）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
载：“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
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
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
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
此其验也。”汉时尚虎，借虎威以
驱鬼魅，亦是常用手法，但是要将
虎作正面像来把握造型却是十分
不易的。此图选取最能展现和反
映虎之威猛特点的面部和爪子，
以艺术夸张的形式再现出来，更
好地表现和深化了主题。此石雕
刻手法古朴，在出行车马中刻划
正面虎、兽、鱼等图案，为出土画
像石中所仅见。

图二图一

泰安旧县村石墓画像
□泰安市博物馆 赵鹏

□东平县文物保护中心 陈淑锋 赵苹

世族谱系

辽代耶律氏皇族，枝繁叶茂，
子孙昌盛，衍及金元，亦不乏人。

《元史·耶律有尚传》记载：
“耶律有尚，字伯强，契丹族人，辽
东丹王十世孙。祖父在金世尝官
于东平，因家焉。”

辽东丹王，就是耶律倍，是辽
太祖耶律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的
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兄，辽
世宗耶律阮的父亲。

叙述耶律家族谱系，耶律倍
是绕不开的关键，因为“终辽之
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

从世族谱系看，自耶律德元
时期起，随着辽朝灭亡，该家族成
员由皇族而沦为金朝臣民，入仕
金朝。

迁居东平

耶律有尚墓碑正面字口清
晰，隶书，书法价值很高。1320
年，耶律有尚逝世后，其门生张博
当时任东平路总管，为墓碑撰文
并书丹。

金朝天会十一年（1133年），为
加强统治，曾陆续迁移女真人、契丹
人到山东、河南等地设立“屯田军”，
耶律氏家族有分支迁徙东平。载入
史料的，耶律氏在东平为官者，从耶
律辩才开始。1201年后，金宋干戈
之际，耶律辨才曾奉命戍守东平。
耶律辩才的独子耶律镛，在东平曾
拜元好问为师学习。

贞佑二年（1214年），金宣宗
南迁至汴京，耶律辨才、耶律善才
均扈驾，耶律楚材留在中都，后寓
嵩山。耶律氏家族一支安葬于东
平，从耶律钧开始。金朝败亡之
际，严实父子在东平稳固统治数
十年，社会安定，兴办教育，出于
政治考虑，密切和中书令耶律楚
材的关系，严实把流离失所的耶

律钧一家请到东平，并给予官
职。耶律有尚生于1235年，在东
平学习成长，20岁时，跟随大儒许
衡学习数年，1264年，回到东平。
1271年，进京伴读蒙古子弟，后先
后三次任国子祭酒。

1309年，辞归故里东平，自号
“汶南野老”。1320年12月，死于
家中，享年85岁，“葬须城县登贤
乡执政里之原”。

耶律有尚家族人丁兴旺，根
据传统习惯，其同辈和后代亦有
很多安葬在东平，但史料不详。
元朝以后，耶律氏逐渐衰落，为避
祸乱，多改为刘姓，融入汉族。

历史地位

耶律有尚逝死后，元代文学
家、史学家、理学家苏天爵为其撰
写了《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
子祭酒赠河南行省右丞相耶律文
正公神道碑铭》，对其生平、功绩
进行了介绍。

天资聪颖，尊崇儒学
《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

子祭酒赠河南行省右丞相耶律文
正公神道碑铭》记载，“公生有奇
质 ，颀 然 以 长 ，毅 然 不 苟 戏
笑。……公逾弱冠，艰关数千里，
嬴粮往从之游。文正公见其学苦
而志笃，深器异之。”

1309年，告老还乡后，喜欢独
居静坐，以思索儒学要旨为乐。
晚年眼睛看不见，让弟子诵读经
史，是远近闻名的儒学泰斗，每天
来拜访的学子、官员络绎不绝，对
所咨询问题，都给予解答。

淡泊名利，体恤民众
1264年，姚枢拜太子太师，上

京任职，耶律有尚辞去职务，赋闲
在家，研究推广儒学。

1271年，许衡任集贤大学士
兼国子祭酒，教育皇室贵族子弟
和海内名士，为提高学习效果，许

衡召集11名弟子进京伴读，
耶律有尚作为高第弟子进京。

1278 年，耶律有尚升任
监察御史，他以堂伯耶律铸正
担任中书省左丞相为由，辞而
不拜。

1283 年，耶律有尚担任
承直郎、蓟州知州，为政以宽
简得民。蓟州接近元大都，军
队往来纵横，春秋狩猎，要求
地方提供给养，耶律有尚坚持
原则，不予提供。

1294年，元成宗即位后，
耶律有尚的建议合乎时势，没
有推行大赦政策，所颁布的诏
令科条，都是关注民生，于是
物阜民丰，社会安定。

他一身正气，朝堂之上，
大家对他以礼相待，心存敬
畏，被称为“畏友”。

致力教育，经世济用
1273 年，耶律有尚被擢

升为国子助教。
1288 年，东平府学出来

的周砥不再担任国子祭酒，耶
律有尚接任，第一次成为元代
国子监的掌门人。

第二次任国子祭酒是在1294
年，元成宗铁穆耳继位后，下诏要求
耶律有尚进京，继续担任国子祭酒。

第三次任国子祭酒是 1306
年，耶律有尚守孝结束后，回京任
昭文馆学士、迁正议大夫，仍兼国
子祭酒。1309年，告老还乡。

耶律有尚先后在国子祭酒从
事教育和管理达三十年之久，其
教育方针以义理为本，但必须实
地考察，不尚空谈。他教学严格，
在文风要求上，对于只讲求文章
词句华美、故意雕刻者，认为有害
于圣人之道，一律排斥。他心胸
豁达，对成绩斐然的学生蔡文渊
（东平人），提拔为学官，同朝为
官，加以敬重，以礼相待，朝中官

员都佩服其识量。
耶律有尚以博学育人为己任，

教育之功，受到海内人士所推崇，
如老师许衡一样，声震政坛。同
时，对许衡的文献进行整理，形成
《许鲁斋考岁略》一书，是研究许衡
的重要资料，其他诗词著作逸失。

耶律有尚从东平府学走出，
师从许衡，又反哺东平府学，对东
平府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东平府学走出的生员以恢复儒
家思想的地位、引导蒙元统治者
奉行儒家制度为己任，对蒙古贵
族汉化卓有成效。元仁宗曾言：

“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
儒道为切”，可见蒙古统治者对儒
学的功用有了清晰的定位，直接
推动了蒙古政权的文化走向。

元代东平，辖域广阔，社会安定，风物繁盛，四方之士，闻风而至。
东平博物馆内的耶律有尚墓碑，2020年由梯门镇花篮店村捐赠，原垒砌于桥头，平放，上面文字漫漶不清，经认定，为耶律有尚

墓碑。该碑宽75厘米、高160厘米、厚15厘米，碑额题“大元”，右侧题“亚中大夫东平路总管门生张博文书”，左侧题“西去此三里李
家槊石碑村瓠山之阳”，碑心题“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兼国子祭酒，赠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漆水
郡公，谥文正，耶律公茔”。

耶律有尚（1235—1320），字伯强，元朝昭文馆大学士。耶律有尚墓碑的发现，对研究辽代皇裔耶律氏的分布、元朝东平学派的
流源、耶律有尚的生平、东平元代建制等提供了重要历史物证。

耶律有尚墓碑：契丹皇族隐东平

耶律有尚墓碑。

市图书馆举办庆祝
“八一建军节”革命图书专题展

本报 7 月 25 日讯（通讯员
王苗）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九十六周年，进一步激发广大人
民群众爱国爱军意识，市图书馆
充分发挥图书馆馆藏资源，在三
楼地方文献部举办庆祝“八一建
军节”革命图书专题展，展期一
个月。

此次展览甄选展出市图书馆
多年来征集、收藏的各类革命书
籍100余种，《红色泰安》《老兵永

远跟党走》《泰西起义》《徂徕山起
义》等这些书籍将让读者对泰安
革命历史、著名的战争史等有一
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激发读
者的爱国情怀。

展览的举办进一步激发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爱军意识，对
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弘
扬红色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团结奋
斗的正能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
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读者阅览革命书籍。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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