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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府学学文文庙庙内内穿穿汉汉服服拍拍照照被被驱驱赶赶
管理处：个人拍照需事前报备，拒绝商业性拍摄

本报记者 张阿凤

当事人：

在文庙穿汉服拍照
为何遭到驱赶

“为什么在文庙里不能穿
汉服拍照？穿汉服是对圣人不
尊重吗？那穿短裤短裙的岂不
是有辱风化？”11日，济南市民
白女士向本报反映，国庆假期
期间，她和朋友在济南府学文
庙身着汉服拍照，却被现场工
作人员制止并劝离。

白女士介绍，10月7日，她
和两名朋友带着亲手制作的汉
服，来到位于历下区明湖路的
济南府学文庙，想拍摄一组照
片。三人进入文庙后，在卫生间
内换好衣服，又互相整理妆发，
还未开始拍摄，就有工作人员
上来制止。

“先后来了两个人，自称是
物业人员，问我们是不是要拍
照，然后就不停地劝我们出去，
说拍照的话得和管理处联系，
得到许可才行。”白女士说，让
他们气愤的是，两名物业人员
态度不像是商量，更像是训斥。

“一直要我们配合一下，实
际上就是赶我们走。我朋友亲

手制作汉服，专门来文庙拍摄，
被驱赶很伤心。”最终，白女士
和朋友一张照片都没有拍就被
劝离，三人不得已只好转移到
大明湖拍摄。

爱好者：

在韩国穿汉服
反被中国人围观

马晴晴就是此次汉服的亲
手制作人，也是一名汉服爱好
者。“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
络上接触汉服的，最初只是觉
得汉服很好看，后来开始研究
汉服的形制、剪裁等，也逐步了
解了汉服的历史发展，就更喜
欢了。”

她介绍，此次拍摄其实就
是参加了一个“带着汉服去旅
行”的活动。“网上有很多汉服
爱好者，来自全国各地，热爱传
统文化，推广民族服饰，我们互
称‘汉服同袍’。此次‘带着汉服
去旅行’就是同袍们一起发起
的活动。”

马晴晴说，在去文庙之前，
她还特意研究过，发现文庙经
常举办开笔礼、祭孔大典等需
要身着汉服的仪式。“我能理解
这些活动都是官方举办的，但
传承中华传统文明不应该只依

赖于官方活动，而将群众自发
的热爱抹杀掉，我觉得这是一
件本末倒置的事情。”

更令她感到失落的是，在
国内穿汉服被很多人理解为奇
装异服。“之前我穿汉服到韩国
景福宫旅行，导游得知我穿的
是我们的民族服饰很佩服，韩国
当地人经常穿韩服，也觉得很正
常。反而是一些到韩国旅行的中
国游客，以为我们穿着什么奇装
异服，一直在围观我们。”

管理处：

误将拍摄者当成
商业写真拍摄人员

记者就此事致电府学文庙

管理处，管理处工作人员李峰
解释称，现场工作人员误将白
女士和马晴晴当作拍摄商业写
真的人员才将其劝离。“我们就
现场工作人员的态度向白女士
道了歉，也向她解释了情况，得
到了当事人的谅解。”

李峰解释说，济南府学文
庙是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依
照《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条规定，故事性影视片、商业
性广告片的拍摄仅限于对公众
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外景，
一般不得拍摄文物保护单位内
景及馆藏文物。第十一条还规
定，确需使用文物保护单位内
景拍摄者，须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级别报经相应文物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
“之前就有一些影楼等拍

摄单位联系我们，说想在文庙
内拍摄写真，我们一般都回复
院外可以，院内不行。其实我们
主要的出发点，是不希望有损
文物形象的照片流传出去，毕
竟之前有在故宫等地拍摄大尺
度写真的先例，引发很多争
议。”李峰介绍。

他表示，对于非商业性广
告片的个人爱好者，只要在拍
摄前和管理处沟通一下，一般
都予以许可。“跟我们说一声，
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否则现
场工作人员确实很难界定哪些
是商业写真，哪些是个人爱好，
容易产生误会。”

在济南府学文庙内身着汉服拍摄照片，却被工作人员制止并
劝离，文庙内不能穿汉服拍照吗？对此，文庙管理处工作人员称，商
业性广告片的拍摄是禁止的，不涉及商业性质的个人爱好者拍摄，
只需和管理处事先沟通便可。

被从文庙劝离后，马晴晴只得转至大明湖拍摄汉服照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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