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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双创”，大成殿云龙盘柱演化出文创产品

孔庙里寻“龙”：儒家文化新IP

文/片 记者 刘国林
通讯员 高敏

跟手电筒说拜拜，夜“爬”泰
山从此成为历史，夜“游”泰山成
为现实。泰山景区1月24日宣布：
以“把黑夜留给星空”为设计理
念，以“善意亲和，光不打眼，暖意
之光，温润游客”为定位的亮化方
案，开始试运行。试运行期间亮灯
时刻表：红门晚6点半至24点，中
天门晚6点半至次日早3点，南天
门晚6点半至次日早6点半。根据
季节动态调整。

当天，泰山景区管委发布通
告，恢复夜游泰山。通告称：寒潮
过后气温回升，自1月24日起，红

门游览路（徒步至山顶）开放时间
调整为5:00至24:00，天外村游览
路（乘车至中天门）开放时间调整
为6:00至21:00；桃花峪游览路

（乘车进山再换乘索道；但徒步进
山至桃花源索道上站以及循环发
车小交通暂停运营）开放时间为
8:00至16:00。因积雪积冰等原
因，东御道、桃花峪徒步道、天烛
峰等游览路暂不开放。

据了解，此前早有广大游客提
出“景区内夜间没有路灯，造成游
览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按照“保证基本照明功能的合理照
度，避免过度亮化形成光污染”的
总体方案，项目在红门登山入口安
装彩色显示大屏1块、大红灯笼15

个；在红门至南天门登山盘道和岱
顶看日出护栏区域安装各类灯具
2800余个，灯带60米，增加沿途监
控140余个，进一步提高了景区内
监控覆盖面和对新照明设施的防
破坏作用；对沿途部分古建筑和

“风月无边”“如意”等石刻进行精
心亮化美化，同时对岱顶区域的瞻
鲁台、西神门、玉皇顶、气象台等区
域进行高标准美化亮化，将泰山文
化充分展现给游客。

据介绍，游客夜登泰山时，
不但能夜观泰山的文化之美，还
能夜观繁星，感受泰山的自然之
美，让夜“爬”泰山成为夜“游”泰
山，使游客更好地感悟泰山文化
的魅力。

泰山盘道亮灯，夜“爬”从此变夜“游”
黑夜留给星空，暖光温润游客，跟手电筒说拜拜

文/片 记者 易雪 房体朔
通讯员 曹楠

孔庙里寻龙
手雕出精品

一柄刻刀在指间盘旋，只见
刀光闪闪，木渣纷飞，没一会儿，
柱形的楷木上出现了一个栩栩如
生的“龙头”大形……1月22日，距
离孔府、孔庙不足一公里的德圣
楷木雕刻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承人褚德胜正在制作一
根以孔庙大成殿前高浮雕云龙盘
柱为原型的龙柱手杖。

“手杖和龙柱都属于柱形，可
以更好地将龙柱上的图案‘移植’
下来。但压缩比例、龙的神态及气
势如何展现，还得多看、多琢磨。”
褚德胜谦虚地说。

褚德胜口中的“多琢磨”，是
指他收藏的百余张关于孔府中

“龙”元素的照片，这些照片可谓
是他的素材库。每逢空闲时间，褚
德胜都会去孔庙转转，用相机或
手机记录下“龙”元素背后的雕刻
技艺。

“你看，高浮雕云龙盘柱每柱
二龙对翔，盘绕升腾，中刻宝珠，
四绕云焰……盘柱造型优美生
动，雕刻玲珑剔透，刀法刚劲有
力，龙姿栩栩如生。这是曲阜现存
雕刻艺术的瑰宝。”褚德胜说。

作为孔庙里寻龙的“常客”，
大成殿前的高浮雕云龙盘柱、若
干石碑之上的龙形飞旋都是褚德
胜最喜欢观察和记录的。“大成殿
前檐的10根高浮雕云龙盘柱，采
用深浮雕手法，由于起位较高、较
厚，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
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
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
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
别的表现力和魅力。”在褚德胜看
来，孔庙中“龙”元素的背后，隐藏

的更多的是雕刻艺术。
也正是一次次的寻“龙”，褚

德胜将孔庙中的“龙”元素融入
楷木雕刻作品中，龙形如意、龙
柱手杖、龙形笔筒等，他的文创
产品不仅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
来购买。“楷木雕刻属于纯手工
制作，最短也得一周左右。”褚德
胜笑着说。

文化入心来
人气旺起来

《孟子》中的“孔子之谓集大
成”，是大成殿命名的由来。大成
殿因被冠以文化殿堂而备受推
崇，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
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其
中价值高、历史长的当数大成殿。

大成殿用龙柱始于金代，明
弘治年间失火后，征调徽州工匠
重刻，清雍正年间失火后又重

建。《孔府档案》记载，清代高浮
雕云龙盘柱每根价银九十一两
一钱八分，减地平钑石柱每根六
十八两八钱二分七厘，莲花柱础
每个价银二十两。

前檐的10根高浮雕云龙盘
柱，每柱两条对翔，盘绕升腾，
中刻宝珠，四绕云焰，柱脚缀以
山石，衬以波涛。10根龙柱造型
优美生动，雕刻玲珑剔透，刀法
刚劲有力，龙姿栩栩如生。两侧
回廊和后面回廊下的18根石柱
为八棱八面柱，上有浅雕云龙
戏珠，每一面为九龙戏珠，每根
柱子有72条龙。

如今的大成殿既是文化殿
堂，又是全国著名的网红研学
殿堂。作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全国
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曲阜三孔
景区研学旅游资源、环境设施、
安全保障等得到广泛认可。“研
学曲阜 快乐成长”，自2006年

首届孔子研学旅游节举办以
来 ，曲 阜 三 孔 景 区 将“ 学 ”与

“游”进行深度结合，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
风采和魅力。2023年，曲阜市文
旅强市加速突破，全市重点景
区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大成殿前部分高
浮雕云龙盘柱被游客抚摸得透
亮，也从侧面印证着大成殿的
人气之旺。

曲阜已相继举行10届“百姓
儒学节”，“百姓儒学节”活动形成
常态化、品牌化。曲阜将儒学融入
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之中，让圣
城处处“彬彬有礼”，让市民争做

“谦谦君子”。“我们将继续办好
‘百姓儒学节’，让全体市民当主
体、唱主角，共同守护好、传承好、
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
让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
家。”曲阜市委书记李丽说。

每条“龙”背后都隐含着
儒家文化的“符号”

除了将“龙”元素转化成文创
产品外，“龙”元素更是渗透于曲
阜孔庙的各个角落，诉说着千年
儒家文化的传承。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
各地的华人都以龙的传人而自
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而龙
文化也渗透于孔庙的每一个角
落，作为中国代表性传统建筑，龙
文化和儒家文化可以算是相辅相
成。”曲阜市文物局一级调研员韩
凤举介绍，大成殿两山及后檐的
18根八棱水磨浅雕石柱，以云龙
为饰，每面浅刻九条团龙，每柱共
计72条。“这正与孔门七十二贤不
谋而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
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而这孔门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
说坚定追随者及实践者，也是儒
学的积极传播者。”韩凤举说。

“除了石雕龙柱之外，由于孔
庙的建筑规制较高，其他地方

‘龙’的元素也非常之多，例如匾
额、彩画上面都会看到龙的身
影。”韩凤举说，由于孔子及儒家
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及
影响力，形成为数众多的与儒家
文化相关的建筑，而曲阜孔庙、孔
府建筑群则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
的传统，按照宫廷式建筑规制，三
路布局，九进院落，体现了对孔子

“大成至圣先师”的崇敬以及对孔
子嫡系后裔的优渥。

“随着春节的临近，三孔景区
也推出各种关于龙元素的文创产
品。像这种小型伴手礼就深受大
家喜爱。”韩凤举一边拿起一个龙
形存钱罐伴手礼，一边说。在他看
来，在孔庙中的每一条“龙”的背
后都隐含着儒家文化的“符号”，
伴随众多文创产品的诞生，也标
志着这一符号正转身化为文化

“两创”新角色，触发了更多人去
了解儒家文化的新视角。“2024年
正值龙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游
客来到曲阜孔庙，寻找龙的足迹，
了解孔子思想。”韩凤举说。

从底到上全部雕刻深邃，云龙腾起如飞，神态各异，远而望之，祥云之中蛟龙盘旋飞舞……曲阜孔庙
大成殿前檐下的高浮雕云龙盘柱，其雕刻技艺至今让人啧啧赞叹。龙威依旧在，但其形象已走出孔庙，演
化成曲阜楷木雕、龙柱手杖、龙形存钱罐等文创产品的“三孔IP”，向海内外游客传达吉祥如意、奋发作为
的美好寓意，在济宁文化“两创”中担当新网红，触发新视角。

曲阜孔庙大成殿是网红研学殿堂。

泰山夜晚亮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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