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历史名人

周末评谈

     有子   （资料图片）

  夜校，一个特定时期产生的颇具年代感的
词汇，如今却又在潍坊焕发出了别样活力。技能
的提升，生活的调剂，精神的慰藉，新型“夜校”，
成为潍坊一些年轻人“夜生活”的全新打开
方式。
  三门课程报名人数达1200多人，毛笔书法
课1分钟报满名额，短视频制作课2分钟报满名
额，美妆课57分钟报满名额，“社科天地·潍图
Ye！”市民公益夜校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新型“夜校”为何会有如此魅力？首先是
夜校的公益属性，不分年龄，不论男女，不用
过多的投入，谁都可以学，敞开了公益学习的
大门。
  其次是巨大的需求。第一种需求是学习一
门技能，毕竟艺多不压身，多个技能多碗饭，学
习技能提高自己，何乐而不为？第二种需求是生
活的调剂和精神的慰藉，现如今生活节奏如此
之快，夜校火爆的背后折射出年轻人精神生活
的缺乏。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打拼，许多年轻人
身心俱疲，需要心灵归处和精神乐土。白天臣服
生活，夜晚归顺灵魂。新型“夜校”的出现，给紧
绷的精神来点“松弛剂”，给枯燥的生活撒点“调
味料”。
  除此之外，新型“夜校”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和提供技能型、学历型培训为主的传统夜校，有
着巨大差异，它没有考核、没有考试，更多的是
提供一种放松、愉快的学习环境，通过参与课程
满足自我精神需求，在学习中提升技能，并可以
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朋友圈。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新型“夜校”给年轻人
提供了一种打开“夜生活”的全新方式。有关部
门和图书馆提供场地、规划课程、做好培训，实
现了供需两端的“双向奔赴”。
  但新型“夜校”的火爆，也要加强监管，防止
变味转向，特别是一些不法机构打着公益的幌
子，推销其他产品及课程，容易让学员们上当受
骗。也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型“夜校”场
地提供、课程丰富中来，让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更
多地惠及广大青年。

文化荟萃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文/图

  一个颇具年代感的词
汇———“夜校”，最近一段时
间在潍坊掀起一股热潮。由
市社科联、市文旅局、市图书
馆联合开设的“社科天地·潍
图Ye！”市民公益夜校自3月
23日开课以来，众多市民从
白天忙碌的工作中抽离出
来，热情满满地投入到夜校
的“夜生活”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市图
书馆已经闭馆，但一群年轻人
却纷至沓来。“社科天地·潍图
Ye！”市民公益夜校火热开课
后，年轻人找到了夜晚精神栖
息的好去处。
  公共图书馆除了是一个
“看书的地方”，还具有社会教
育的职能。为了满足市民精神
文化需求，市图书馆打破传统
思维，融合创新理念，自2月中
旬开始筹划公益夜校“潍图
Ye！”，为市民搭建一个提升自
我、愉悦身心，融兴趣、社交于
一体的平台。
  图书馆公益夜校开设的消
息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市民们
的热烈响应。筹备初期，市图书
馆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
了夜校需求调研，收集到市民
意见4000余份。经过问卷数据
分析，毛笔书法、短视频制作、
美妆三门课程位列课程热度榜
前三位。
  确定了开设课程后，市
图书馆对馆内活动场地和相
关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并邀
请优秀专业教师授课。这些老
师大部分来自驻潍高校，他们
有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且教

学质量高。
  市图书馆业务研究部副主任李秀婷
表示，学习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特别对于
年轻人来说，更需要加强学习，助力他们
迅速踏入为社会服务的快车道，市图书
馆搭建的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人实现
终身学习的梦想。

  3月20日零点，报名通道开启后，“夜校粉
儿”开启了抢报名模式，三门课程报名人数达
1200多人。“按照规划，每门课20个名额，但是
毛笔书法课1分钟就报满了，短视频制作课2
分钟报满，美妆课57分钟报满。其中，短视频
制作课最为火爆，报名人数达520人。在报名
通道关闭后，仍有很多市民电话咨询和报
名。”李秀婷表示，为满足市民重返课堂的“夜
校梦”，市图书馆紧急调度、扩大班额，将短视
频制作课名额由20人扩大到200人，毛笔书
法、美妆课名额扩大到30人，尽最大努力让更
多市民走进“潍图Ye！”。
  自3月23日市民公益夜校开课以来，学
员们学习热情高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
龄在25岁至45岁，有的是奔着“技多不压身”
而来，有的是为了弥补成长中的遗憾，还有
的是为了给生活加点“调味料”。不同的学
员，带着不同的目标聚在这里，收获着别样
的“夜生活”。
  4月2日，毛笔书法课上，在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潍坊学院美术学教授李建礼老师的
带领下，学员们从临摹盛唐颜真卿、柳公权的
书法学起，逐步探索毛笔书法的奥妙。学员张
翔宇是潍坊学院工科专业的学生，他平时晚
上时间比较充裕，希望通过学习毛笔书法修
身养性，丰富自己的“夜生活”。
  “如今，短视频比较火热，无论是在生活
中，还是在工作中，对短视频的需求都越来越
大。”奎文区市民井光佳告诉记者，除了分享
生活，她经常需要通过视频来记录工作，但是

拍摄、剪辑视频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因此她果断报
名学习。
  “因在工作中经常与客户打交道，需要保持较好形
象，我一直想学美妆，悦人悦己，让自己更加自信。”家
住高新区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在夜校课堂
上跟老师面对面互动交流，更好地学习、吸收知识，找
到适合自己的妆容。
  公益夜校及时响应了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
为市民调剂了生活，还提供了职场干货、生活技能等多
种选择，满足了人们对更新知识、自我完善的价值
追求。

  首期夜校课程共6
节课，目前已经进行了
4节。经过学习，学员们
在职场的技能更新、对
生活的重新思考、对自
我认知的提升等方面，
都有满满的收获。
  “自己在拍摄构图、
剪辑、调色等方面都有
很大的提升。”短视频制
作课学员李晨硕是一名
电商运营人员，通过短
视频的学习让他工作效
率大幅提高。他录制了
两期短视频，并通过视
频与客户沟通，这节省
了很多时间，也让他有
了打造个人专属视频号
的想法和信心。
  首期夜校课程将
于4月23日结业，但市
图书馆并未就此止步，
还会根据市民的反馈、
社会反响，继续增加更
多、更丰富的课程，拓
展夜校的教学点，并择
期开设第二期课程，推
动更多优质公共文化
服务资源走入市民日
常生活。
  “我们希望通过开

设夜校，进一步提升市民的文化
素质和人文修养，丰富他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把更多优质的公共
文化资源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
教育资源，不断满足市民精神文
化需求，催热更好潍坊‘夜经济’，
点亮城市阅读之光。”李秀婷
表示。

  有子（公元前508年-？），名若，字
子有，鲁国人。从师孔子，学而不厌，尝
以火烙手，日夜攻读。

  今安丘辉渠镇西南有山，名有子
山；山前有村，名有子山村。传说有
子曾在此游学授徒，因以得名。明清
两代山上曾建有子祠，岁时祭祀，至
今遗迹犹存。《孔子家语》称之“为人
强识，好古道也”。有子是孔子的得
意弟子之一，司马迁说：“孔子既没，
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
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子
卒后，鲁悼公亲赴吊唁。清乾隆三年

（1738）入列十二哲，后世尊称有子。
据传有子参与了《论语》的编纂，既
善言孔子之意，又有独到见解。他主
张孝悌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认为做人首先要顾念亲情，善事父
母兄弟，而后由家及国，提升了“孝
悌”要义，阐述了“仁”“本”“道”概念
的内在关系。强调礼之用，和为贵。
“礼”是标准，“和”是调节，提出“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
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中庸原则，无
论是“礼”还是“和”都不能绝对化地使
用。倡导“民富国足、民穷国亏”的贵民
观，减轻剥削，寓富于民，为历代帝王
所宗。
   （资料来源《潍坊历史名人》）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来
奎）4月3日，由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潍坊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济南市图书馆、潍坊市图书馆
承办的“汲古润今，更好潍坊——— 潍坊市图书馆
特藏文献展”开幕式在济南市图书馆“海右书
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潍坊市图书馆特色文献
130余种280余册（件），包括精品再造古籍，潍坊
市及所属县市区地方史志，《（潍县）郭氏族谱》
《北海于氏族谱》《昌邑姜氏族谱》等为代表的地
方谱牒文献精品，《潍坊市图书馆等二十二家收
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为代表的重点著
述、红色文献、作家手稿等。
  本次“汲古润今，更好潍坊——— 潍坊市图书
馆特藏文献展”的举办，让更多泉城市民感受到
潍坊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促
进了济南与潍坊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来
奎）为传承书法艺术精髓、展示传拓艺术魅力，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将于4月
1 6 日至5月1 2 日在市美术馆推出“文翰琳
琅”——— 唐代诗人石刻文献特展。
  石刻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
体之一，与甲骨文、金文、帛书、简牍文字一样，
是珍贵的古代文字遗存。本次展览精选80多件
套石刻墓志，时间跨度从贞观二年（628）到咸通
十四年（873）共200多年；石刻文献出土年代自
1921年出土的欧阳通书泉男生墓志至2020年出
土的颜真卿书丹之罗琬顺墓志，跨度200余年。
展品重现了唐代文学家、诗人、书法家的墓志及
撰文、书丹者。从史料价值看，展览反映了唐代
诗人不同生活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历史风貌，可
证史、纠史、补遗。从书法风格看，楷、行、隶、篆、
草等书体并茂，是唐代墨迹与碑刻的完美结合，
亦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绝佳参考。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来
奎）日前，第五届“走马杯”讲好中国故事曲艺展
演活动在重庆举办。由潍坊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付根、田茹冰创作、表演的相声《龙年说龙》参加
展演并获得好评。
  活动由中国曲艺家协会、重庆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共收到全国各地报送的节目183
个。经过专家遴选，共有25个节目入选现场展
演，涉及22个南北曲种。相声《龙年说龙》寄托美
好的祝福和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歌颂
城市建设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并凭借热闹且
风趣的内容及演员精彩的表演，受到了专家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

学学员员们们在在实实践践体体验验化化妆妆技技术术。。 在在美美妆妆课课上上，，老老师师教教学学员员们们化化妆妆技技巧巧。。

在在短短视视频频制制作作课课上上，，学学员员们们在在学学习习视视频频拍拍摄摄技技巧巧。。

学学员员们们在在练练习习书书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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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特藏文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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