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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两创”在济宁各个领域迸发的源源不
断的生机与活力，助推了经济发展与腾飞。民
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
益于文化“两创”，在创造与创新之间完成了转
型升级和新的跨越,用“私人定制”的一对一服
务赢得了市场。

随济宁市文化“两创”观摩团，《文化周末》
记者来到济宁市曲阜市鲁城街道印信文化产业
园。这里春潮涌动的蓬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

印信文化产业园以孔府印阁品牌为主体，
集金石篆刻、文创设计、电商销售为一体，逐渐
形成了以印信文化为主要发展思路的印章产业
集群。园区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己任，依托
市场优势和专业技术力量，竭力弘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独特而绚丽的印信
文化，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
山东省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在孔府印阁车间大院，印章创新研发设计
和网红直播带货等新手段、新技术的规模化应
用，让人应接不暇。

曲阜市孔府印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理、孔府印阁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
工作小组组长刘鹏表示，他们以孔府印阁品牌
为主体，结合曲阜地域文化特色，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国传统篆刻艺术与电商相结合，利用林
前村篆刻工匠聚集的优势，先后在淘宝、京东、
天猫等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以篆刻印章和儒家
文化为主题的店铺。

多年来，公司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创
新，投资300余万元自行开发了信息集成化系
统，将互联网模式成功应用于传统篆刻文化产
业。投资50万元研发了新型书画印泥，投资
500万元与厂家联合开发引进了一条先进的印
石智能加工生产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刘鹏说，篆刻电商基地项目运行至今，一直

致力于发展和传播中国国学文化，竭力弘扬中
国传统工匠精神，立足曲阜儒学文化，让世界了
解中国独特而绚丽的文化，顺应历史潮流，为实
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近些年，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商务更是渗
透到各个领域，公司在摸索中形成了合理的运
营模式，整合了曲阜市优秀的篆刻工匠团体，将
线上营销和线下篆刻服务有机结合，突破传统
地域和销售屏障，为篆刻文化的传播找到新的
出路。

2021年，公司成功申报济宁市电子商务直
播基地，同年9月启动园区升级改造，计划装修
26个高端直播间，完成后整个项目的直播间数
量将达到50个，基本满足公司大力推进直播的
发展计划。

如何践行文化“两创”？孔府印阁给出了民
营企业的答卷。

提高对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的认识。宣传文
化阵地建设重点在于投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今天，要想加快步伐、走在前列，在很大的程度
上取决于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
文化的高度自觉，对推进地方文化发展的力度，
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度。一个地方经济
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支撑。

文化传承普及和文明行为养成。儒家思想
强调锐意进取的积极入世，从古至今的名儒无
不诚意正心、修身，以求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与抱负。当今许多深受儒学影响，有着
振兴民族企业理想的企业家，崇尚儒学管理模
式，积极推进儒学进企业，是有着远见卓识的中
华名商。孔府印阁树立以人为本、诚信至上的
理念，重视仁义精神的培养，促进企业生态化发
展。

特色文化品牌打造。孔府印阁始创于
1956年，主要从事高端玉玺雕刻和篆刻印章，
是一处集原石加工、工艺雕刻、印章篆刻等为一
体的印石基地，也是济宁市曲阜市首家印阁。

曲阜篆刻创始人之一、篆刻家张杰，召集曲
阜篆刻同好创立孔府印阁，并任阁主。孔府印
阁已形成20位印钮雕刻大师、六十多位传统手
工艺人为核心的近八百人的专业团队。印阁主
攻篆刻，兼及书画，依托儒家文化发源地，广纳
实力派高手，致力于传承发扬传统艺术，优化结
构，开拓创新，形成上千种不同雕工产品。产业
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产品
遍销全国各大城市，远销海外，成为曲阜市文化
发展的一张名片。

《文化周末》记者跟随观摩队伍来到一个个
车间，感受文化“两创”带来的全新变革。

在产品研发部门，记者了解到，作为“山东
手造优选100”的入选品牌，文化创新是孔府印
阁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研发团队根据市场
反馈和运营团队开发需求，定向开发文创产品，
主要体现在文创产品的造型、材质等方面。展
架上的铜质、玉石印章以及摆件、儿童用印等，
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记者随后在创意中心了解到，这里的成员
是由各环节精英组成的，主要负责印信文化的
输出，借助其他部门提供的不同载体，诠释印信

文化。记者看到，这里的印屏、清朝25宝玺、传
统文化闲章等产品生动有趣。

孔府印阁的展示作品中，有根据文物的实
物或史料描述复原的代表性玉玺。其中的大清
受命之宝，刻有汉满两种文字，玉玺实物目前收
藏在国家博物馆；明朝建文帝“凝命神宝”玉玺，
是目前发现字数最多的皇帝玉玺之一，刻有“天
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印文；
根据记载复原的元代玉玺，兽钮参考了出土青
铜器造型，印文字体为蒙古八思巴文，是元朝的
官方文字；根据宋朝文物和字画类文物复原的
宋徽宗于政和七年所制的一方“镇国诏受命宝”
玉玺，同时期官印多为贵金属所制，如金、铜等
材质，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根据史料复原的唐
代武则天传国凤钮玉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枚
皇帝凤钮玉玺，印文的内容为赦命之宝。武则
天称帝时，将皇帝用“玺”改为“宝”，此后各朝也
都称为“宝”；复原的秦汉传国玉玺，据史料描述
此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根据陕西省
咸阳市出土的西汉皇后之玺的形制，联想以和
氏璧为材料雕刻而成，在这些基础上复原了传
国玉玺，它的印文是用鸟虫篆刻制的“受命于
天，既寿永昌”。

来到客服部，记者了解到，公司的售前客服
超过百多人，为客户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服
务，平均每日线上接单近两万单，每天发出印章
数量四万枚左右。

在客服部接单之后，库管根据订单选择相
应的石材。仓库里的产品都是公司采购原石切
割、雕刻、抛光而成，产品主要以寿山石、青田
石、昆仑冻石、丹东石为主。近年来，铜质、陶
瓷、木质印章销量也越来越多。

“我们在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发展
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直播市场。也通过直播来
传播篆刻技艺，培养客户群。我们的观众很多
都是书画篆刻爱好者，目前直播反馈情况非常
热烈。”

篆刻培训室，是孔府印阁里的“教学提高
班”，实行一对一教学，学员有各自的篆刻师
傅。“我们还有一个入门班，是集中学习的大课
形式。一般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后，优秀
的学员就能进入提高班学习。然后再经过一年
左右的一对一教学，就能出师了。在整个学习
期间也有生活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
将篆刻技艺学到手。”

篆刻工作室主要负责印稿设计，篆刻师按

照客户需求设计。一些有难度的印章，也可由
篆刻师来刻制。记者看到，工作室里的篆刻师
傅，正根据订单篆刻印章。每人面前都有一台
平板电脑，预装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
方便每位员工查询订单在途情况。如果出现客
户修改内容、更换印章等需求，随时可以截停订
单返回修改。

运营部属于公司的核心部门，主要负责网
上店铺装修设计、产品推广、客户分析等工作。

在直播间，团队展示的篆刻技艺吸引了观
众的点赞和下单。直播通常由一名篆刻师和一
名主播组成，篆刻师傅展示篆刻技艺，回答直播
间观众的专业问题，主播负责维持直播间的热
度和订单处理等问题。

售后客服主要负责处理售后中的问题。由
于产品属于私人订制类，每一个印章都是独一
无二的，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位客户。

“正是因为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的平均退
货率只有3‰，在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
的位置。”刘鹏表示，孔府印阁将立足济宁传统
文化优势，结合城市特色，增强济宁市和曲阜市
的文化魅力，同时，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己
任，依托自身市场优势和专业技术力量，竭力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独特而
绚丽的印信文化。

文创“私人定制”，小印章刻出大销路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一转眼，我从部
队 转 业 地 方 22 年
了。想起部队，就会
想起同吃、同住、同训
练，一起劳动和执勤
的战友们。

我当兵18年，从
士兵到少校，天南地
北，战友几百人。三
十多年来，退伍的战
友们，有的在城市，
有的在农村，幸福美
满地生活。

部队有两首很
好听的歌，也很耐人
寻味。一首是《战友
之歌》，“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当新
兵时就学，一直唱到
退伍，也是官兵唱的
最多的歌。另一首
是《驼铃》，比较深
情，年底老兵退伍时
唱得最多。

这两首歌，新兵
唱不出啥滋味啥感
情来。直到第二年
和第三年，才慢慢体
会到含义。我在中
队当指导员时，有一
年主持欢送退伍老
兵晚会，结束时起头
唱了《驼铃》，“送战
友，踏征程，默默无
语两眼泪……”唱着
唱着，我情不自禁地
掉了眼泪，战士们也
都跟着流泪，老兵
哭，新兵也哭，晚会
不得不在一片哭声
中结束。

复员的老兵让人想念，入伍的新兵惹人喜
爱。年年如此，周而复始。

我在基层干了十四年，从我身边退伍的老兵
足有几百人。他们当兵三年，吃的是一锅饭，住
的是一间房，在一个训练场上演兵，又在一个哨
位上执勤，战友的感情是手足般的亲情。

每当夜深人静，常会想起战友们。老兵杨少
凯是我在新兵连时的班长，高高的个头，大大的
眼睛，和蔼可亲的样子，对每个新兵都像待小弟
弟一样爱护。就是这个老兵，影响了我的军旅人
生；也是这个老兵，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退伍回到
沂蒙山村，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过着平平淡淡的
农家生活。

战友徐其会，比我晚当兵两年，有着温和、善
良、安静的脸庞，给人一种亲近感。之所以成为
亲密的战友，是因为我们在部队一起学了两年通
讯报道，白天一起训练执勤，课余时间和晚上一
起讨论素材，撰写稿子。其会才分高，文字基础
好，不仅能写新闻，还写诗歌、散文。1988年他退
伍回了安徽农村老家，耕田务农，娶妻生子。
2003年他去了浙江余姚打工，这一去就是20年，
却没忘记写作，陆续在报纸、杂志发表了几十篇。

战友颜旭东，一米七八的个头，英俊帅气，在
部队就是队列标兵，单杠、双杠、体能优秀。退伍
回家后，凭着一身正气和吃苦耐劳，连续当了两
届村干部。退下来又带领村民开办企业，成了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旭东是个热心肠，哪个战友家
中有事，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像旭东这样的战
友还有几个，他们继承了部队优良传统，为人正
直，能吃苦、能干事，讲党性、顾大局，满满的正能
量。

战友张俊生，个头不高，秀气，大眼睛忽闪忽
闪的，精明干练。新兵连结束时，我和他都分在
了南阳湖畔的武警一大队二中队。俊生家境好，
脑子转得快，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时，他选择
养蚯蚓，我们两人一组。我天生胆小，不敢用手
拿蚯蚓，俊生没少批评我。活动结束时，他被支
队评为军地两用人才标兵。他只当了三年兵就
退伍了，急着回家是因为他父亲要退休，他要接
班，在八十年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自然就找了一
位非农业户口、有正式工作、漂亮贤惠的妻子。
他们有了一双儿女，也有了外孙，儿子考上了山
东大学，一家人幸福无比。

战友孙常怀，厚道勤奋，能吃苦，下连不久去
了炊事班。当时有人觉得，成天围着锅台转没出
息，有的炊事员都不敢告诉家人或朋友。常怀却
是叫干啥就干啥，二话不说就去了。自从他去了
炊事班，不仅连队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卫生也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常怀年年都被评为先进，
还荣立了三等功。由于表现出色，常怀先后提拔
了副班长、班长，还当上了给养员，最后转了志愿
兵，当上了连队司务长。后来，常怀转业留在了
济宁，工作称心，妻子贤惠，儿女双全，算算明年
也该退休了吧。

老兵柱子，我当指导员时他是我的战士。当
了四年兵，喂了四年的猪，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每年都为连队喂成十多头大肥猪。柱子入伍
第二年就入了党，成了连队官兵学习的榜样。当
兵第四年的下半年，连队要为他报请三等功，谁
想他的腿疼病加重，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功没
立上，年底就退伍了。第二年春天，我收到柱子
退伍后的第一封来信，是在医院里写的。他说要
不是身体有病，他很想在部队干一辈子，当一辈
子兵，喂一辈子猪，立上10个8个三等功。他还
说他回不了部队，请我照几张部队和战友的照片
寄给他。我照办了，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说
柱子你会好起来的，我和战友们等着你……。三
年过去了，我给他写过几封信，但一直也没有他
的消息。我常在梦见柱子在家乡办了个养猪场，
饲养了很多膘肥体壮的猪，还招了十几个老兵帮
忙，还娶了个漂亮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儿子。梦
醒时，我常暗自高兴。

作为对柱子的祝福，我当指导员的三年多，
常给战士们讲柱子的故事。上课时讲，谈心时
讲，平时也讲，不知讲了多少遍，也不知讲的是现
实中的柱子，还是我梦中的柱子，反正老兵柱子
的故事在我的老连队人人知晓，茬茬相传，柱子
就是我们身边的战友，一个平凡的老兵。

思念战友，仿佛思念亲人，还有数不清的战
友让人思念……

想
念
你
们
，我
亲
爱
的
战
友

冯
洪
新

中国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是济宁人，就出生
在老济宁古运河畔。他的词作都不会陌生，我
们这代人还有父辈都是听着、唱着《让我们荡起
双桨》长大的，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思念》。

济宁有座太白楼，前身是唐代的一座酒楼，
李白在济宁时，常与友人在此把酒言欢。太白
楼历经修缮重建，至今完好。

立秋那天，细雨绵绵，天空却很明朗。我沿
着古运河，过玉带桥向太白楼走去。近看，筑墙
的大青石依旧那么硬朗，只低矮处的砖上长着
一层薄薄的青苔。拾阶而上，李白“举杯邀明
月”的石像，透出几分傲气仙骨。遥远的天际，
雷声隐隐，雨还是不停。花丛中的小音响里，循
环唱着一首陈年老歌，好似很熟悉的旋律。

打开伞走向楼的西侧，合欢树下的石桌旁，
竟坐着一位白发老者，他在雨中读一块碑。见
我走来，老人转身指指一旁的石凳，我受宠若
惊，合上伞，本能地坐下。他只看了看我，依然
转过身去凝眸那块石碑。

老人不言，我不语。太白楼只有我们两个
人，很安静。顺着老人的目光看那块碑，文曰：
诗酒英豪说李白，古南池畔起高台。我来已是
千年后，犹见青莲次第开。

“乔羽？”我说出声来。
老人回过头来，双眸闪亮着耀眼的光芒。

“你识得这碑上的字？”
“大爷，我认识。”说完我后悔了，应该叫爷

爷。
“这是乔羽写的，他就是咱这边的人，”老人

笑道“孩子。”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明就里。

“孩子，你听。音响里一直唱的就是乔羽写
的歌，他老家就在楼后边的财神阁街。”

我点了点头，老人又说：“乔羽是咱济宁人
的骄傲，当年他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的创作。你肯定会唱他写的《让我们荡起双
桨》，还有少儿节目上的《大风车》。喔，《我的祖
国》就是那个‘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老人说得很激动，边
说边唱，我听得很入迷。真的没有想到，济宁居
然有这么一位词坛泰斗。

“孩子，他写的歌词蹦好，传唱的蹦广泛。
音响里唱的就是他写的《思念》。八十年代，这
首歌红遍全国。”说到“思念”时，老人眼神里透
出些许伤感、落寞。

“《思念》？我说这首歌的旋律怎么如此熟
悉，我妈妈经常哼唱。”

“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歌，背后的凄美故事太
感人了，孩子，我愿意讲给你听，雨下得太大了，
咱爷俩去楼里头拉呱。”

我跟着老人进了太白楼中避雨，就这一下
午，我的心灵有着前所未有的震撼。

老人对我说了很多很多，话匣子一打开就
一发不可收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念》，是乔羽耗时
24年才完成的词作，歌词背后的故事太凄美
了。这首歌是与他的二哥乔庆瑞、二嫂张福贞
爱情有关的。他们曾有过数十年的别离，直到
1988年，张福贞终于盼来了从台湾到济宁寻亲
的丈夫。而这次的相聚，也只有29天……

《思念》的创作，也还要从1962年说起。这
天，乔羽回到北京的家里，打开窗户好让田野的
风透进来。清新的空气伴着一直翩翩飞舞的舞
蝶，轻柔而又欢快的漫游进来。乔羽生怕惊到
这只小精灵，没有动。这只蝴蝶绕着天花板，飞
了一圈又一圈，慢慢悠悠，静静地飞着。不一会
儿，蝴蝶从窗口飞出，飞入菜地不见了……

1986年的一天，乔羽再也按捺不住情思，
想到一生只与丈夫见过两次的二嫂，如此悲壮
的爱情让他无法释怀。1962年邂逅的那只蝴
蝶再次在心中飘飞，他将那瞬间的生命体验写
成了歌词，于是《思念》就诞生了：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
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
别的太久 ，太久。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好像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
念积压在我心头。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好像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又把聚
会当成一次分手。

……
太白楼闭馆的时间到了。雨下的小了些。

“孩子，我是一个退休教师，爱叨叨。咱爷
俩在这里拉呱拉了一下午，耽搁你的事吧？”老
人揩了揩眼角的泪水。

“没有，我很乐意听。”
下楼的时候，我问老人，怎么知道那么多乔

家的事。老人淡淡地笑了笑，回头对我说：“我
也姓乔，孩子再见了。”说完，他打着伞消失在街
上的人流之中。

走在古城墙下，我打开手机聆听《思念》。
我不再以为它是过时的老歌，我写下这一句话，
包含着对老歌偏见的一份检讨。它与时尚的、
流行的歌曲，所表达的都是人内心的情感共鸣，
真挚的情感，是不分年代的。

《思念》就是，人人都有的、埋藏于内心的神
秘东西。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自己的蝴蝶，可虚
幻也可现实。那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又极其
让人眷恋的情愫，圣洁地埋藏在心底。

那情感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如果
是友情，它是友情中的友情；如果是爱情，它是
爱情中的爱情。

蝴蝶的幻化，寄托着童真，蕴藉了青春的执
念和成长的隐痛。琐碎无序的生活中，有太多
的偶然，但生命中也有必须面对的必然。穿越

在偶然和必然之间，在无常的人情冷暖和风风
雨雨中，都需要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哪怕“只
作几日停留”“一去便无消息”，也会把思念积压
在心头。

心海五味杂陈，我却难以言表。真想去讨
李白的一杯酒，倒满，仰头，入喉，咽下世间的千
杯喜，百盅泪，万盏情，但依然想留下一颗心，一
弯月，一场梦。

蝴蝶飞入窗口，思念永远积压在我心头。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摄影

○主编按语

这篇 2019 年 12 月 27 日的投稿，写于当年
的11月24日。读作者简介，投稿人是金乡一中
的在校学生，16岁开始发表作品，曾获“齐鲁小
作家”称号。这位同学留了两个手机号码，应该
是他敬畏并信赖之人的吧；而他所在的村子叫
杨邵村，与他的名字有着诗意的契合，这是一位
细致且灵秀的少年。

作者文中长篇叙述了乔羽创作《思念》的经
过，以及老济宁、古运河、太白楼的历史佳话。
由于这些往事已广为传颂，我们做了删节，仅保
留了作者于太白楼上邂逅“乔姓老人”的传奇故
事。

在我们追忆乔羽的日子，《文化周末》特别
选发本文，已志怀念。

济宁太白楼：秋雨中邂逅的乔羽故事
杨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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