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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子子学学院院总总部部体体验验基基地地试试运运行行

墨墨艺艺书书香香、、传传统统礼礼仪仪，，这这里里更更地地道道

穿过“礼门义路”
引领儒学体验之道

缓缓推开孔子学院总部
体验基地的复古大门，对于此
行的媒体记者们而言，映入眼
帘的第一幕，仿佛将他们带回
到了千百年前的曲阜。面前一
扇高耸的“礼门义路”，大门上
飘下淡淡的水汽，投影出了体
验基地的概况。“很神奇，一扇
代表着传统文化‘礼门义路’，
却用现代技术展现了传统的
内容，这种创新让人对体验基

地 的 第 一 印 象 就 充 满 了 期
待。”

穿过“礼门义路”的大门，
记者们步入命名为“洙泗之
上”的展区。作为体验基地内
的第一个展区，这里展示了经
典诵读、操琴台、墨艺书香等
内容。看到可爱的孩子们在国
学老师的带领下，诵读着传统
经典，许多记者被孩子们的萌
态所吸引，纷纷拿起手机记录
下这美好的一幕。

而在墨艺书香展区，来自
曲阜的孔子后人向众人展示
着书法艺术，宣纸上的挥毫泼

墨令大家也有些“手痒”，不少
人跟随着书法家试写书法，开
启了此次传统文化体验之旅
的“体验”环节。“在基地里，最
重要的就是来访宾客们可以
在每个环节，用体验的形式享
受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文化滋
养。”基地的一名讲解员说。

体验“活字印刷”
印出精美小礼物

如果说“洙泗之上”对于
众人而言，是一场传统文化盛
宴的开胃菜，那么在“传礼继

世”展区，现场提供的通礼、
冠、婚等传统家礼体验，则真
正让记者们感受到了历史时
空的穿越，传统文化的重塑。

“ 冠 者 ，所 以 别 成 人
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
加冠以厉其心……”冠礼仪
式的展示中，演员们演绎了
正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爵
弁 等 三 种 冠 加 于 将 冠 者 之
首，呈现出了中国古代发式
的改变。为了营造出逼真的
仪式效果，礼仪所在的场地
则装饰成中国传统家庭内堂
的效果，中间设条几、八仙
桌，两边设太师椅，条几上放
花瓶、镜子、鸣钟，“这种严谨
规范和严格对称的布局，既
是规范等级的体现，更体现
了儒家中庸原则。”

在这场严肃且神圣的仪
式之后，与会的记者们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又来到“器以
载道”展区。这个设置了活字
印刷、剪纸、泥塑等多个传统
技艺的环节，让大家尝尽了传
统文化的体验乐趣所在。

“原来这就是活字印刷，
虽然在电视或网络上见过，
但自己动手还是第一次。”工
人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几家
媒体的记者，在工作人员的
协助下，现场尝试了活字印
刷术。经过几个简单的步骤
之后，一张刚印好的《论语》
名句，成为大家收获的精美
小礼物。

“诗礼夫子”引导
青少年迷上传统文化

短短一上午，与会记者们
围绕学习生活、行止礼法、生

产技艺、生活雅趣4个部分，体
验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文化礼
仪、技艺等，也让大家在体验
基地内“游玩”的意犹未尽。

“过去我们从课本上诵读经
典、背诵诗词，现在又在体验
基地亲自动手感受，使得我们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感 受 更
深。”

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
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由

“生活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孔子与儒家思想”两个体验
区和世界儒学文献收藏中心
等组成。除了位于一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区之外，
二层还通过大量的图片、文
字展品，向游客展示传统文
化的发展与传承之路。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介绍，目前正在试运行的体
验区，重点是要展示生活中
的儒学，“如何能够更好地展
现生活中的儒学，尤其是如
何通过体验基地吸引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是体验
基地发展的重点。”杨朝明提
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肯
定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
一定的阅历才能有所感悟，

“现在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
的兴趣，像现场摆放的这些
可爱的‘诗礼夫子’，应该说
是其中一种很好的方式。”

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规
划，听取了多位专家及市民、
游客的建议之后，体验基地还
会继续打磨，许多设施还会继
续升级改造，“预计基地将很
快开放，届时济宁市民和来曲
阜进行研学游的游客，都可以
有机会走进这里，体验传统文
化的魅力。”

文/图 本报记者 汪泷 张清直

20日，位于圣城曲阜孔子研究院内，新落成的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迎来一批来自国内数
十家媒体的记者。在此次“弘扬传统文化 聚焦动能转换”曲阜媒体行中，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
地作为其中一站，其融合了创新与中华传统文化礼仪体验，让媒体记者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别
样魅力。

丰富多彩的体验类活动，吸引记者们纷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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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视察期间，在济宁曲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

设首善之区的殷殷嘱托。五年来，济宁牢记习总书记嘱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加快建

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首善之区。本报推出“足迹”融媒系列报道，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这五年济宁在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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