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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孔学堂过年

这个庙会不一般，这个学堂不简单。春节期间，贵阳孔学堂让无数市民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厚重、博大、精深。

文I本刊记者姚远

马年春节，贵阳市民有了新去

处，过年也有新内容：孔学堂春节文

化庙会。从腊月二十八“写春联”，

到大年初一“年俗表演”，再到元宵

节“舞龙舞狮”，为期十天的活动，

孔学堂为市民呈上了一台年味浓郁、

复兴传统、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策划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之

初，省委、省政府就要求此项活动既

有内涵、有创意、有亮点、有特色，

又要把传统文化中的“明礼知耻”等

内容融入其中，寓教于乐。”孔学堂

管理委员会主任蒋星恒介绍， “活动

期间，前来参与的市民超过13万人，

平均每天有1．38万人涌入孔学堂，元宵

节当天游客人数超过了3万人，反映了

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和向往，

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并没有

渐行渐远，而是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展现出无穷的活

力。”

传统年俗增年昧

“骏马追风扬气魄，寒梅傲雪见

精神。”

1月28日，孔学堂礼仪广场，书

法家欧阳寒松挥笔泼墨，写下这样一

幅春联，横批“龙马精神”四个字尤

为苍劲有力。市民罗宏粉把春联捧在

手里，高兴地说：“回家就贴在门

上!”

写春联、送春联，这是孔学堂

春节文化庙会的开门活动。1400余名

市民排队“点将”：草书“龙马气

象”、隶书“新春吉祥”、篆书“财

源滚滚”、楷书“福进家门”⋯⋯

40余位书法家笔走龙蛇，一边

2014年春节，孔学堂为市民呈上一台年昧浓郁、复兴传统、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成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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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送出上千副春联，一边还得回

答大家的提问：倒贴“福”字缘何而

来?春联用纸有什么讲究?哪种字体

写出来大气?有没有关于学业进步的

新春佳联?

“腊月二十八就有这么多活动，

感觉过年的氛围出来了，大年初一还

要带着父母来逛逛。”家住小河的市

民王松说。

跟王松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

大年初一，阳光明媚。刚过九点，前

来参观的市民川流不息。大部分参观

者是举家出行，扶着老人，牵着孩

子，迎着孔子塑像拾阶而上。

与前几日相比，孔学堂的“年

味”又增加了几分：2000条灯谜随风

舞动，精美画板展示年俗，大红灯笼

点缀着亭台楼阁。踏进大成门，有的

奔向青铜钟鼓，拍鼓撞钟，祈福迎

春；有的在广场上拍照留念；有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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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参观，感受孔学堂的文化氛围；更

多的人，涌向了亲民厅、六艺学宫的

过道回廊，拿着答题卡，对着一个个

蕴含丰富的灯谜，琢磨谜底。

这厢，灯谜红底黑字格外喜庆，

那边，锣鼓声声更是热闹非凡。

下午一点半，白云区的威风锣鼓

表演队登场，激越的锣鼓、火辣的秧

歌把观众都吸引到了礼仪广场上，舞

台四周座无虚席，连两侧的石阶上都

坐满了人。随后，15个曾在贵阳市广

场文艺演出中获奖的歌舞节目连番登

场，欢呼声、喝彩声不绝于耳。一位

市民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好看!

这是贵阳自己的‘春晚’。”

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再到正月

十五，孔学堂文化庙会安排了歌舞、

小品相声、双簧口技等9个专场演出，

每天的节目都不重样，有的喜庆热

闹、有的技艺娴熟、有的幽默欢乐，

还有的寓意深刻。好戏连合，让观众

目不暇接，不忍错过。家住花溪区的

张燕老人，每天都来孔学堂看演出，

用她的话说：“来孔学堂写春联、猜

灯谜、看演出，特别有年味，热热闹

闹的才叫过年!”

文化庙会扬国学

“以文化人”是孔学堂春节文化

庙会活动最大的特点。

从初二到初七，孔学堂安排了六

场精彩的国学讲座，邀请省内外国学

名家以“春节”为主题现场讲学：贵

州师范大学教授朱伟华开讲《春节的

由来》，国家高级礼宾师朱珠亲身示

范《春节礼俗》，省文联副主席包俊

宜讲述《春联书写及赏析》，国家级

茶艺师杨松主讲《茶文化与茶礼》，

医学博士张诗军“问诊”《节日养生

与饮食健康》，社科专家熊宗仁带来

《贵州民族文化面面观》。六场讲

座，以文化为内核，以国学为底蕴，

以春节为主题，从多个方面让“春

节”变得更加立体丰满。

在《茶文化与茶礼》讲座上，

袅袅茶香吸引了无数爱好茶文化的市

民。精彩的讲解，配上优美的茶艺展

示，从茶文化的源起传说，到茶叶的

品评，再到品茗的过程，让观众领略

了中国茶文化的美丽。从清镇赶来的

王先生就是茶文化的爱好者，他说，

孔学堂举办的讲座，让自己受益匪

浅，在过节期间“大享耳福”。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孔学堂还推出了“说

书”。这项民俗活动在贵阳已“不闻

其声久矣”，年轻一辈几乎没人听

过。

正月十五上午1 0：30，能容纳

360余人的明伦堂座无虚席。虽然大

厅“四面来风”，温度较低，围聚在

明伦堂外的市民却越来越多。11时，

“说书”正式开始，黔籍艺人钟中跨

上讲台，开讲《唐家的故事》。这是

他第二次在孔学堂“说书”，好口

才、好段子、好故事赢得听众阵阵掌

声。此时，明伦堂外听讲的市民已经

围了三层，毫不畏惧料峭寒风，一直

坚持到“说书”结束才意犹未尽地散

开。

元宵节恰逢情人节，对一些年

轻人来说，一场“说书”表演的吸引

力远胜于一顿大餐、一枝玫瑰。贵州

姑娘小涂，带着从湖南来的男朋友小

刘来逛庙会。两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书”。由于来晚了没找到座位，他们

就在明伦堂外站了一个多小时。小涂

说，双节合璧，来逛庙会、听说书，

“感觉不一样，比别的活动更有意

思”。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国学经

典知识，这是孔学堂举办文化庙会活

动的目的所在。通过“热在基层”、

“热在群众”的庙会活动，孔学堂让

无数市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博

大、精深。

文明活动显风度

与其他地区的庙会相比，孔学

堂举办的庙会“非同一般”：同样是

热闹欢腾，却没有小吃、没有地摊、

也没有娱乐设施，有的是说书表演、

国学讲座和年俗活动；同样是人头攒

动，却没有果皮纸屑、推搡争执、也

没有嬉戏打闹，有的是秩序井然、相

互礼让和认真研修。

文化庙会大大提升了孔学堂的影

响力，让无数市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更重要的是，成为了展示贵阳

形象、体现市民风范的窗口。

“这个庙会不一般，这个学堂

不简单”，这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栏目作出的评价。春节期间，省

内外各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光

明日报》、新华网、《中国日报》

等，均刊播了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活

动。镜头中，孔学堂干净整洁的地

面、庄严肃穆的环境、年味浓郁的活

动、满堂书香的讲座让人眼前一亮。

“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打电话来

说，孔学堂的活动做得很精彩啊，你

们贵阳的庙会真棒!”蒋星恒介绍，

春节期间，贵阳孔学堂的文化庙会不

仅在省内倍受好评，在省外也广受关

注，包括山东曲阜在内的外省相关部

门纷纷致电，希望与孔学堂加强合作

交流。

受邀来讲课的专家学者也更新了

对贵阳印象。中山大学教授、医学博

士张诗军说，贵阳人真是太勤奋了，

过春节那么早就来听讲座，这让他很

感动。

无论是国际友人，还是外省来

客，抑或是本地市民，对孔学堂文化

庙会的氛围都连连称赞。家住荷塘月

色小区的段炼老人，带着两个孙女来

参加庙会。她说： “这样的活动特别

好，文化氛围浓厚，没有小吃、商

贩，既保护了清幽的环境，又让孩子

专心学习传统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文

化庙会!”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

传统道德，目的在于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升贵阳市民的素质。”

蒋星恒表示，举办文化庙会，就是孔

学堂实施“以文化人”的一种形式。

坚持古为今用、传承教化，努力实现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这是孔学堂作为“传承与弘扬

儒学的圣殿，教化与开启新风的基

地”的责任所在。

以文化为内核、以传统为底蕴

的庙会才能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

弘扬为目的、以传承为己任的学堂方

能沿袭杏坛遗风。孔学堂文化庙会活

动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传统文化的弘

扬、对道德建设的坚守、对群众需求

的满足。正如一位市民所说， “孔学

堂文化庙会是政府送给我们最大的福

利”。(责任鳊辑／李坤)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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