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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葛荣彬 孙宝金

提及孙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巨作
《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
崇，誉为“兵学圣典”。孙子便是孙武，
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据宋代欧阳修《新
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
书辨证》，清代孙星衍《孙子兵法序》
《魏吏部尚书孙邕传》《阳湖孙氏谱记
序》等史料阐述，孙武后裔的孙氏望族所
居住地正是今广饶县。广饶自秦设县，古
称乐安、千乘、琅槐和钜定，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中国孙子文化园，便是广饶县为弘扬
传承孙子文化规划建设的。这里聚集了各
种与孙子文化相关的历史文册，在这其中
《孙子兵法》也理所当然包括在内，
“兵”也成为了这里的一大主题。文化园
以孙子文化为依托，推进各种项目同步发
展，不同区域加起来总共占地1300亩，凭
借着自身在文化领域的成就，以及这里齐
全的历史典籍，同时提供现代化的游乐设
施，被国家评定为4A级景区。

兵家圣地诉说“春秋往事”

兵家建筑风格果然不同一般景区的建
筑，大气磅礴，甚为壮观！进入文化园，
映入眼帘的铜车马雕塑先声夺人，这些雕
塑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为原型创作
的，置身其中，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孙子当
年指挥千军万马的激昂时刻。而接下来的
“势”雕塑、竹简雕塑完全俘获人们的眼
球，每一座雕塑背后都是一个典故，千年
不衰，历久弥坚。

根据《孙子兵法》十三篇设计建成的
十三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可以说是孙子文化
园的点睛之笔，地形桥、行军桥、九变
桥、军争桥、虚实桥、兵势桥、军形桥、
谋攻桥、作战桥、始计桥、用间桥、火攻
桥、九地桥，桥桥惊心，置身其中，游客
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被“桥”征服，还是
被《孙子兵法》所征服。

孙武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

孙子兵法中的上上策，正也体现了“止戈
为武”的精神，而这“戈”便是兵器。齐
国尚武精神的缩影在兵器馆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各种冷兵器可谓样样俱全，其中不
乏一些国宝级的兵器名品，是一部活的兵
器发展史，更体现着浓郁的兵家文化。
“整个兵器馆建筑面积5210平方米，主要
陈列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兵种使用的各种兵
器，用现代手段复原制造过程，咱们游客
来了可以体验互动，寓教于乐，直观展现
古代兵器演变史。”营销经理吕永强介
绍。

兵圣宫广场上，以孙武千里袭楚战役
中的柏举之战为题材的动感雕塑“孙武传
奇”向世人诉说春秋往事。兵圣宫的建筑
设计独具匠心。其中的战役回眸区又将人
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全交互数字沙
盘，将兵法十三篇演绎得淋漓尽致。

“兵圣宫可是我们孙子文化园的精华
之地，也是世界上展示孙子文化最大的单
体建筑。”来到兵圣宫，吕永强又打开了
话匣子，“古人说，君子比德于玉。咱们
这孙武雕像便是用一整块一级汉白玉雕刻
的，这也是兵圣宫艺术总监陆光正大师的
建议，以表达对孙武的高山仰止之情”。
兵圣宫大厅中心8米高的汉白玉雕塑正是
“孙武”，可见其手持兵书、腰挎宝剑、
睿目远眺，威武至极。设计者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的王建中教授认为，孙武雕像应
“威而慧”。四幅大型东阳木雕在四周的

墙面上，刻画得栩栩如生。
忆当年峥嵘岁月，将军金戈铁马，横

扫千军，是何等霸气，何等威风。而后进
入的古代将帅区，雕塑作品形神兼备，也
是值得一去。从2013年开始，20位军事人
物雕像设计方案历经层层专家评审，反复
修改，大部分都经过5次修改，像诸葛亮
雕像修改过7次，郑成功雕像修改过10
次……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兵圣宫里的二
十位古代杰出将师人物雕塑群以其规模之
大、层次之高创下了雕塑界的纪录。“我
们采用多点触控平板电视、虚拟讲解员、
体感投影等多种高科技展示手段，给来访
的参观者以新鲜奇特的互动体验。”讲解
员小爱介绍。

体悟“智、信、仁、勇、严”

孙子文化园是全国最大的兵家文化主
题园区，是集中展示孙子文化的精品板
块，也是传承和弘扬孙子文化的基地，是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自2017
年7月份成立研学推广部以来，景区结合
研学旅行历史发展及学生游学研学市场需
求，逐渐形成了“崇文尚武”“少年军
营”“团建拓展”等特色品牌，配套打造
了“大兵小帅”基地。

2018年孙子文化园自主开发的《智慧
少年兵圣故里行》课程，先后得到省、
市、县等教育部门肯定，该课程作为国家

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审批的基础课
程，得到教育部教科院专家审核。依托这
一基础课程，景区先后与多所高等院校围
绕孙子文化课程的“智、信、仁、勇、
严”核心主题，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龄
段提供相应的研学课程设计，陆续分解出
《兵圣天下》《登台拜将》《刀光剑影》
《千里奔袭》《兵临城下》《勇者无惧》
《孙武传奇》《沙场点兵》等课程。

2019年景区又与北京众泰仁和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孙子文化园研学实
践教育中心，推出了《兵圣归来》系列课
程，主要分为小学版任务书《春秋小将》
《飞越神州》；初中版任务书《千里奔
袭》《兵临城下》；高中版任务书《沙场
点兵》《勇者无惧》。

除了常规研学课程以外，景区还研发
了切合军事爱国主题与孙子文化相结合的
夏令营和冬令营研学课程，如“大帅小
兵”，“我是小小特种兵”等。

释放“梦幻与激情”

看遍孙子文化，游园之行并未结束，
孙子文化园带给人们的惊喜还在继续。游
乐场各种游乐设施和各种形式的电影精彩
纷呈。尤其是在兵圣宫内的7D球幕飞行
影院，拥有巨大的半球形银幕、灵巧的悬
挂式座椅，配合宏大震撼的电影画面，体
验凌空飞行感受。

还有国内首台弹射式过山车，运用了
压缩气体发射动力源，3秒内冲弹到60米
顶端，全程945米，整个过程下来竟然不
到一分钟。“像这样的设备，在我们景区
内共有30余项。如大摆锤、矿山车、旋转
塔、飞行岛、魔幻剧场、攻城演绎枪林弹
雨等项目，也使我们景区的游乐旅程更加
有趣。”吕永强笑着说。

累的话，还可以游船孙武湖畔，乘坐
小火车巡园。坐在环园小火车上，讲解员
小爱说：“咱们乘坐的是环湖小火车，观
光铁路倚湖而建，环湖而行，可沿着兵圣
遗迹区前行，过攻城演绎区、春秋古镇
区，到达中间停靠站兵圣宫区，而后过千
里袭楚直抵终点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踏着广饶的月
色，记者的第一次兵家旅游完美收官。一
日的孙子文化园游览之后，真是忽觉历史
的时光与当下的生活融合得完美恰当。这
就是兵家旅游胜地——— 孙子文化园。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 璇

回到几百年前的明朝，上袄下裙，是明代女子
的典型装束且备受喜爱。今年，在山东博物馆和孔
子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衣冠大成——— 明代服饰文化
展”一众素色服饰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一件“白
色暗花纱绣花鸟纹裙”（上图），它的刺绣精美细
致，裙身清新淡雅，艺术价值极高，被汉服爱好者
称为“梦中情裙”。

这条纱裙分为两大片，每片均由三幅织物拼缝
而成，左右相向各打四褶。裙身衣料为暗花纱，裙
摆用红、绿、蓝、黄等彩色丝线绣山石、小桥流
水、牡丹、石榴花、蜀葵、牵牛花、蝴蝶、翠鸟、
燕子、鸾凤等纹饰，用刺绣工艺描绘了一幅生机盎
然的花鸟图卷，同时上部大片留白，衬托素雅宁静
之感。

这件“梦中情裙”属于明代日常起居服饰。明
代日常起居服饰，不同于“贵贱有别，上下有等”
的官员服饰，也不同于繁复绚丽的吉服，完全不受
冠服制度的约束，淡化了人的身份等级差异，强调
服饰的实用性和舒适性，且注重色彩搭配。明前期
较为简洁，中后期经济繁荣促使人们审美观念趋向
多元，更加讲究流行时尚，服饰款式日趋繁多。男
子便服主要有道袍、直身、贴里、曳撒、褡护、襕
衫等，女子便服主要有衫、袄、裙、比甲等。

裙子的样式大致分为满褶式和马面式。“白色
暗花纱绣花鸟纹裙”的样式属于“马面式”。“马
面裙”一词正式被采用作为服饰学定义的，是在近
代。1999年黄能馥、陈娟娟的《中华历代服饰艺
术》中将马面裙定义为：“前面有平幅裙门，后腰
有平幅裙背，两侧有褶，群门、裙背加纹饰。上有
裙腰和系带。”后以此沿用成俗。

马面和马有关系吗？答案是没有。有这样一个
说法。冷兵器时代城墙防御系统中，有一个突出的结构看起来和马面
裙的裙门十分相似，在《守城录》中也有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
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
皆有楼子。所以取马面之名称这种制式的裙子为“马面裙”。

衣冠服饰，华夏有明。明代服饰集历代之大成，继承中又有所创
新，是中国古代服饰艺术的典范。从色彩、面料、款式、纹饰到穿着
的时令和场合，形成一系列定制，规画之周详，超越以往任何时代；
其工艺之精湛、寓意之丰富、纹饰之华丽，可以说是历代之最，对后
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里聚集了各种与孙子文化相关的历史文册，“兵”是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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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争桥展现战争中军争过程的激烈

▲兵器馆秦朝展厅揭开铁器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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