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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苏 兵 芦晓卿

孝妇颜文姜的传说

孝妇颜文姜的故事在博山世代相传，妇孺
皆知。最早记述颜文姜事迹的当推晋朝郭缘生
《述征记》，书载：“齐有孝妇颜文姜，事姑至孝，
远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灵泉生于室内，
文姜常以缉笼盖之。姑怪其需水即得，值姜不
在，入室发笼观之，水即喷涌成河，坏其居宅，故
名‘笼水’。”另据曲阜《颜氏陋巷志》载：“晋，烈
女文姜，复圣后裔之女也，幼许聘青州李氏，未
婚夫亡，悯翁姑失养，往事焉。尝远汲新泉，以
奉姑嗜，诚感神明，泉涌室内，以缉笼覆之。
家人待其出，发其笼，泉涌成河，故名‘笼
水’，一名‘孝妇河’……”

在南北朝、唐朝，还有宋代许多有关的历
史古籍中，相继出现类似的文字记载，并不断
丰富颜文姜传说，她的故事在民间至少流传了
1600余年。

人们为纪念颜文姜，把她尊为“颜神”，
并修建祠庙，享祭祀。文姜祠始建于南北朝时
期北周（557—581年），更建于盛唐天宝五年
（746年）。在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宋代，于熙
宁六年（1073年）进行扩建，熙宁八年（1075

年）宋神宗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并

“赐灵泉庙为额”。元代又被封为“卫国夫
人”，于是声名远播，香火愈盛。

时至今日，人们对文姜庙会的热情不减，
且随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加强而日益增
长。老百姓供奉颜神，除了祈福，更多的是对
其孝道德行发自内心的崇拜。

庙会盛况罕见

8月13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从颜文姜“娘
家”八陡镇阁子前村至颜文姜祠10公里的沿途，
群众自发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不管男女老少
脸上都涂着红红的胭脂，敲锣打鼓，挥舞着彩
旗，挑着花篮和金银锞，身穿“文姜故里人”文化
衫，盛装打扮，一路燃放着鞭炮，沿路摆放香案，
更有不少老百姓在路边跪迎颜神，声势浩大，场
面壮观。这便是文姜庙会“送颜神”的场景。

文姜庙会风俗由来已久。传说因颜文姜在
婆家“忍辱负重，孝顺公婆，度日艰辛”，所
以要请她回娘家“歇伏一个月”。每年农历五
月二十六日，即颜文姜“走娘家”之前，博山
城郊的民众开始到颜文姜祠朝拜，给她“送衣
服、鞋和香火钱”，让她“打扮一新”，体面地“走
娘家”。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晚上，颜
文姜娘家、姑家等亲戚即博山八陡、阁子前、青
石关等十余个村的群众，每村少至几十人，多至

数百人，从颜文姜祠迎她回娘家。
把颜文姜“请回娘家”后，各村都设有一

处专门供奉祭祀的地方，老太太轮流值班，家
家都要带上香纸和供品去“朝拜一番”。

在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晚上，百姓会
如上所述，再把颜文姜送回文姜祠。

据元代奉议大夫般阳路总管潘继祖在大元
至正二十六年冬（元顺帝1366年）写的《谒顺德
祠并序》中称：“孝感通天地，休风贯古今。外扬
灵炳炳，内蕴德愔愔……懿范丰碑载，神功奕世
钦。山围堂庑丽，泉涌殿基深。祠祭方千里，香緡
日积金。”明万历四十二年，范一儒《重修顺德祠
记》写道“岁时香火，繦属而至者，不知几千百
计”……道出了昔日文姜庙会的香火盛况。

文姜庙会期间，远至潍坊、莱芜等地方圆
数百里民众和商贾蜂拥而至。许多老百姓提前
来到颜文姜祠，在这里守侯几天几夜，迎接圣
母回家，有些家远的甚至背着铺盖来祭拜。

传统习俗在变迁

历史延续，传承至现在，文姜庙会在近
七、八十年间发生了几次变化：民国初期，大
体上保持着古老庙会的形式；建国之前，因为
抗日和解放战争，庙会活动衰落、中断；建国
后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取缔庙会；上世

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庙会活动完全停
止；至80年代，庙会活动逐渐恢复。到今天，
文姜庙会的内容和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
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今年的庙会“机械化”程度颇高，原来需要
人们自八陡抬轿撵至大庙（颜文姜祠）徒步行走
20里，这次却主要是以车载为主。一辆辆大卡车
拉着送神队伍，还有的村民在轿撵下装了轱辘，
推着走，美其名曰：“让颜奶奶也坐坐车。”还有
的甚至在车身上打起了卖房子的广告……随着
时代变化，文姜庙会的现代味儿十足。

然而，今年的文姜庙会也有令人遗憾之处。
“由于近期公共场所安全事件频发，出于安全考
虑，区政府对今年文姜庙会的时间和人数作了
限制。庙会不再于晚上进行，而是从下午4点半
开始。最重要的是，规定每个村队伍不能超过50
人，这一条让不少村民有意见。”69岁的阁子前
居委会主任陆清坤说，从小跟着长辈赶文姜庙
会，村里往年赶庙会的少说也有几百人。“不如
往年热闹好玩儿了。”几个孩子兴致缺缺，村
里的老人们也说今年庙会“没味儿了”。

时代变迁，传统习俗的表现形式发生着变
化，然而千百年来，不变的是人们对孝道的崇
尚、传承与弘扬。文姜庙会也将以其独特的方
式，使孝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孝水长流，孝
事永传。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篆刻、瓷刻、砚铭样样精通

8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荣宝斋的常宗林
工作室，这里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篆刻、瓷刻、
砚铭作品，综观这些作品，能深刻感受到宏大
壮阔的创作魄力和细节处的奇妙精绝。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20余年间，常宗
林的艺术探究与创作实践，发轫于瓷刻，积蕴
于书法，继入印章，再而涉足于砚铭。品类繁
富，规模宏大，在其“志于道”、“游于艺”
的艺术探索和实践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了提高
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厚度，他扎根于传统优
秀文化的沃土中汲取营养，几经寒暑，师古求
新，完成了一件件精美作品。

瓷刻艺术是集书、画、刻为一体的传统艺
术门类，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常宗林
的瓷刻作品《孙子兵法》，现藏于孙子故里东营
市博物馆；《鬼谷子》镶嵌于淄博著名梓橦山风
景区；《道德经》坐落于济南黑虎泉畔环城公园；

《人民币系列刻瓷》被人民银行总行收藏。
结合瓷刻艺术方面的技艺特长，常宗林对

金、石、篆深钻细研，以秦汉印章为主本、战
国古鉨为调素、以明清诸家为借鉴，篆刻艺术
水准得到极大提升。他所制作的印章，不论白

文朱文，皆是气息浑穆隽简，与字源无误。金
石意蕴之中包涵书气字魂，大篆苍拙古雅，小
篆垂裳流丽。不论名章私印还是闲章肖形，透
露着古蕴逸趣，于朴茂优美之中展示古代装饰
架构巧思和现代构图章法情致，线条劲健富有
力度，印面苍茫意蓄沧桑。基于此，常宗林曾
应邀为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创作馆藏印，篆刻
作品自2005年起，被山东省委指定作为向驻鲁
两院院士馈赠的专用礼品。

他的淄砚作品，《群星映空》、《鱼戏秋
塘》分获第一、第二届获中华砚文化博览会
“金奖”。2014年12月代表山东工艺美术界在
国家博物馆参加“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双年
展”，其中砚雕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
藏。

从京剧中获得创作灵感

在常宗林的瓷刻作品中，记者注意到，京
剧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其中，《京剧脸谱308
件》蔚成阵列，《京剧老照片——— 花田错》荣
获全国第八、第十届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
金奖，《梨园情韵—20世纪京剧大师影像》系
列瓷刻作品被京剧奚派传人、书法教育家欧阳

中石誉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抢救性发掘，
是对文献资料的保护和再创作”。

黑紫釉盘上的梨园巨擘剧照瓷刻，材质与
艺术天作之合，绘画瓷刻技艺之外，涵蕴着作
者的文化感知。这类作品谙熟京剧行当，把握
剧情精要，状写演员形神，到出神入化、自臻
妙造的艺术境界。

常宗林成长在淄博，淄博陶瓷历史悠久，
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建国后淄博陶瓷在我
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向多元
化发展——— 瓷刻艺术应运而生。瓷刻艺术是以
陶瓷为创作载体，用不同的刀法对不同颜色的
陶瓷釉面实施刻画，借用釉面和胎质的颜色对
比，创造多维空间，展现出立体生动的画面，
已经成为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问起瓷刻的创作初衷，常宗林说，他对京
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从小就对京剧唱
腔、舞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京剧艺术是中
国国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随着时空的
转逝，许多京剧艺术大师将会离我们越来越
远，他们的故事也逐渐不为人知。我们要深刻
铭记这些艺术巨匠为中华文化作出的杰出贡
献，他们所创造的优美华丽的唱腔和绰约风姿
的舞台形象，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

文化财富。”从事篆刻和瓷刻工作的常宗林，
借用瓷刻细腻的创作手法来展现艺术大师的舞
台风采，使之永远定格。

为了给作品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创
作之前，他都要对这出戏曲的产生年代、历史和
政治背景、唱腔流派、表演程式及表演者在京
剧界的地位作详细了解，力求做到更加完美。

勇攀文化艺术高峰

淄川常氏一族是般阳世家，门庭传习注重
文教，子孙衍续不堕文脉。常宗林恰是出生在
这种社会与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家庭艺术氛围
的熏陶，常宗林便有了这份艺术潜质。

他的青少年时期，为书道出身，擅长楷书
与隶书并研学篆行，尤以小楷见长。他的小楷
书法远宗晋人，近追明贤，结体清肃疏落，用
笔简爽率真，书气散淡优雅，见晋书之潇洒，
避唐楷之拘苦。善作长卷，虽宏篇巨帙而气脉
贯通，曾摹刻历代名家法帖200余幅，为以后
的艺术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又喜欢上
了镌砚铭，镌铭形式多见篆体书铭，行草署
款，更将诗文书法和腕底功夫诉诸砚石，画龙
点睛，升其文格。

作为青年篆刻家，常宗林更是一名才识兼
备又默默求道的行进者。他说，当今淄博地区
书法艺术队伍人才济济，具有相当实力，早已
结束徘徊，走出低谷，实现整体抬升和突破，
然而篆刻一道却长时间相对显得单弱一些。但
近年来，中青年篆刻家队伍崛起组合，并有着
相当的实力和可喜的前景。

常宗林篆刻作品的品质和业内影响，让记
者对他的坚守和创新深感钦佩。他在开拓展示
才艺之初，就展现出眼界高朗、取法乎上的特
质，这种潜涵与他的学养根底、艺术价值观念
以及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他始终认为，艺术作品不应只是一种艺术
形式的体现，更应该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文化是一种有生命感染力的精神价
值，并以一种美好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传
递。对艺术家而言，只有发自内心地热爱艺
术，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担当，才能保持旺盛
的创造力，向世界骄傲地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的
美好和瑰丽。”有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对艺术
执着追求的工艺美术大师常宗林，和他的艺术
作品一起，勇攀文化艺术高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加

强201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管理的通知》，
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遗址考古（2 0 1 3－2 0 1 7
年）、陈庄—唐口遗址考古发掘区重点遗迹保护
展示等21个项目获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9460万元，创历史新高。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是中央财
政为支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物事业
发展而设立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补助资金，主要用
于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
护与展示。下一步，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将加强
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的管理，做好对重点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情况、工程进展情况的
监督工作，推动淄博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发展。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了进一步扩大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丰富城乡中小学生的暑假文化生活，桓台
县利用暑期，依托尼山书院传统文化服务平台开
展了“暑期电影欢乐季”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从6月份开始筹备，桓台
县先后利用尼山书院硬件设置布置了公益电影放
映场所，添置了电影放映音响、灯光等器材，精选
了以爱国精神、传统文化教育等主题的30余部优
秀学生影片及国学动画片。自7月份以来，按照每
周放映8场的计划，活动已吸引了学生和家长2000
余人（次）观看。此次暑期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一
直开展到9月上旬，计划为城乡4000余人（次）
的学生和家长放映电影近70余部。

□记者 马景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金秋八月·内画相伴”———

李鸿凯内画鼻烟壶赏析会8月10日在博山陶瓷琉
璃艺术中心开幕。

河南籍艺术家李鸿凯，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鼻烟壶专业委员会会员、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
员。博山深厚的陶琉文化与鲁派内画的博大精深
吸引他扎根博山，从事内画艺术并潜心钻研。“经
典唯美，清韵淡雅，工整细腻”是他的内画艺术风
格，他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很严谨，从结构、布局、
用墨、设色等每一步都用心来画。其作品多采用洋
为中用、中西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尤其以油画风
景、现代人体艺术、写实动物、工笔山水、花鸟鱼虫
等见长，既有传统的色彩、又有创新的笔墨，既有
冀派的风格，又有鲁派的意境。

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心自2013年成立以来，
已经举办过30余次艺术展览活动，且多次为内画
艺术大师办过展览。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内画
鼻烟壶50余件，同时还有买鼻烟壶送国画及加关
注送琉璃盏等优惠活动。活动将于9月1日结束。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获悉，临淄区将对田

齐王陵、临淄墓群的多处古墓展开三维数字测绘
工作，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真实记录古墓现
状，为齐文化研究提供详尽资料。

据了解，此次利用三维数字测绘技术为古墓
进行扫描，在临淄区尚属首次，这将为以后临淄
区加强古墓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临淄作为齐文化的发祥地，境内古墓主要分
布在齐都镇、皇城镇、敬仲镇等地，以西周至汉
的古墓最多，《战国策》中曾记载，“临淄之中
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
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据临淄文物部门统
计，临淄现有古文化遗址300余处，大型古墓、
台基159座，被誉为“地下博物馆”。其中为众
人所熟知的名古墓有管仲墓、晏婴墓、四王陵、
高傒墓、稷山西汉石洞墓群等。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张店区少儿图书馆举办

的2015暑期公益国学课堂正式开讲。
首日活动主题为“琴”——— 中国古琴的魅力及

雅乐欣赏。整个活动分“古琴讲座、古琴演奏、尝试
抚琴、六艺讲座、启户仪式、礼拜孔子、蒙书诵读”
等七个环节，历时一个半小时。活动前，不少学生
和家长自发来到尼山书院观摩，有的学生还穿上
了汉服，尼山书院的老师讲解了“揖礼”的要领，并
带领大家一起给先师孔子行揖礼，由此开启了大
家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礼”的初步感受。

据了解，此次暑期公益国学课堂共四次，主
题分别为“琴、棋、书、画”，全部活动围绕
“孝”与“礼”两个核心主题，旨在引领参与活
动的学生及家长体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体验学
习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的感知与感情，树立民族自豪感。

21个项目获批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补助

2015暑期公益

国学课堂开讲

李鸿凯内画鼻烟壶

赏析会举办

临淄将开展

古墓三维数字测绘

桓台开展“暑期电影

欢乐季”公益放映活动

孝妇故事流传千余年，以独特的方式传承孝道德行———

文姜庙会，让孝文化历久弥新

精通书法、篆刻、瓷刻和砚铭制作，作品师古而不拘于古

常宗林：内心热爱，才有旺盛的创造力

阅读提示

博山颜文姜祠中有题诗云“孝
妇河名自古今，源头一派更弘深，
何当吸去为霖雨，洗尽人间不孝
心”。博山的孩子听着“颜奶奶”
的故事长大，老人们说，长大了要
学习颜奶奶，懂得孝顺。

自古以来，庙会就是广大群众
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化活动，博
山庙会尤以“赶文姜庙会”的活动
历史悠久。其参与人员广泛，持续
时间较长，对周边地区影响广泛，
成为鲁中山区东北部最具有生命力
的民俗活动之一，更是一年一度的
“孝文化盛会”。

阅读提示

常宗林，1972年生，山东淄博
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山东省工艺
美术大师、中央电视台《一槌定
音》栏目签约艺术家。淄博市第
十、十一届政协委员、淄博常宗林
篆刻艺术研究院院长，精通书法、
篆刻、瓷刻和砚铭制作。其作品师
古而不拘泥于古，从其作品之中，
既能窥探出古人的法度，又能感受
到作者独到的创作意境。

8月13日，
村民们抬着轿撵送
颜神。(资料片)

常宗林
（左）与欧
阳中石一起
探讨刻瓷艺
术 ) 。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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