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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
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
窳。据明代贡生贺逢吉考证，泗河
之滨有上涧柘沟，称为名陶，是（舜）
所陶处也。

柘沟，在泗水县城西北约5公
里处，因柘树而得名，因土陶而盛
名。过去，这里陶土质优量大，白
的、红的、黄的、灰的、绿的，几乎每
家每户都在从事制陶行业，大窑炉
小作坊应接不暇。

柘沟制陶历史悠久，上可追溯
到尧舜时期，有考证亦可到六七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春秋时期，鲁国将柘沟定位为
制器作陶的坊镇，可产出缸、瓶、
盆、罐等各个门类的日用陶器。

到了秦汉，缸盆瓮罐造型美
观，方便实用，瓶壶杯碗设计独特，
又以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日月星
辰加以点缀，行销列国。

唐宋最为鼎盛，窑口密布，工
艺精良。十步八步一窑，三步五步
就有一个小作坊。产量质量提高，
花色品种多样，一派繁荣景象。

清代，朝廷捐税过重，窑工收
入低下，制陶行业一度陷入低迷。
后虽有起色，又逢战乱，技艺传承
岌岌可危。

只是在这片情深意长的土地
上，匠人们沿袭着古老的传统技
艺，靠着父传子、子传孙、师傅带徒
弟的不懈努力，柘沟的制陶工艺得
以代代相传。

匠人做坯，成亮整形，二亮拉条，伙计蹬轮，抬货收
拾。制陶拼的是技艺，靠的是手感。晒土、澄泥、踩泥、制
坯、弓削、晾晒、整形、烧制、出窑，讲究的是凝神静心，一气
呵成。

泥塑肉身，水做灵魂。一个个精美的土陶器具，在烈
火中重生绽放，凤凰涅槃。

作礼器，敬天祭地；作乐器，高山流水；作酒器，酣畅淋
漓；作食器，饮噉醉饱。

品之，或粗犷大气，或小巧玲珑，挥毫写意，精雕细
琢。观之，金灿灿、黄澄澄、亮晶晶，色彩斑斓，美轮美奂。
抚之，温润敦厚，灵动飘逸，历酷暑寒冬不开裂，经风吹雨
打不变形，泥香犹存，魅力仍在。

说起柘沟，就不得不提鲁柘砚，这是柘沟土陶的代表
与灵魂。鲁柘砚起源于汉，兴盛于唐，到宋代已失传大半，
至明清逐渐销声匿迹。这些年，复活鲁柘砚就成了柘沟匠
人们最大的心愿。

现实的困难远远超过想象。
匠人们从不同地方取来陶土，按照不同比例混合，捏

成相同的造型试烧。一点点的尝试，一点点的调整。不是
配比的问题，就在火候上寻求突破；不是火候的问题，再从
温度上找线索；温度上碰了壁，就再回到土上。

匠人们白天苦思，晚上冥想，就连夜里睡觉做梦，也是
黑云压城，浑浑噩噩。

试验，失败，再试验，匠人们以柘沟人独有的韧劲，让
几经失传的澄泥砚再现生机。温润如玉，含津益墨，声若
金石，而这，正是柘沟匠人的精神所在。

行走在柘沟街头，尽是土陶的世界。
寻常百姓喝茶待客，所用皆为泥壶陶碗。庄户人家打

场晒粮，无一不是土陶大缸。
就连砌在百姓墙头上的陶器碎片，似乎也成为一种特

殊的文化符号，在时刻记录着美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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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帝恩

9月10日上午，“书香任城·立德树人”骆承烈先生图
书捐赠仪式在任城区运河书屋红星中路馆举行。

这次活动由任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任城区图书馆
承办。任城区委领导，区文旅局、区图书馆负责人，文化界
有关专家学者出席捐赠仪式。部分读者、学生及家庭代表
共同见证和体验了本次活动。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联络委员会委员、全国著名儒学
专家、中华孝文化促进会特邀专家、曲阜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骆承烈、1935年出生于济宁任城，潜心学研孔子60余
年，出版著作100多部，发表文章1000余篇，讲学足迹遍
及国内22个省市，曾赴日、韩、越、马、新、美、法等国讲学及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1958年，骆承烈荣获山东省“先进生产者”称号；1992
年，被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国际文化名人”称号。
1997年，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收集孔子像最多的人”。

他曾为大型文化专题片《文化巨人孔子》撰文，并获
“20年来改革创新奖”。由他创意改编并任总顾问的央视
102集《演说论语》，相继获得2011年广电学会“百家奖”一
等奖、个人“创新奖”“撰稿奖”，科技部“发明创新奖”、山东
省“精品工程奖”。

他倡议并首创“中华母亲节”，现为该节会首席顾问。
由他提议并在孔孟之乡建成了“尼山圣源书院”。2014年
5月，由他执笔刻石的“新编二十四孝”，再次入选大世界基
尼斯纪录。2015年12月12日，获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网
颁发的教育界最高奖项“烛光奖”。

由他主编的520万字的《中国孝文化研究集成》，由光
明日报出版社投资出版。目前，他主讲的160集《听故事、
学论语》在互联网陆续播出。

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骆承烈及济宁市儒学与始
祖文化研发指导中心向运河书屋捐赠了一批高质量的图
书，旨在丰富阅读资源，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这批图书共
31类428册，涵盖了孔子学术研究、任子文化研究、哲学、
社会学、青少年教育等多个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
阅读价值。为表示对骆承烈先生德行善举的敬意，运河书
屋红星中路馆特别设立了“骆承烈书柜”。

在仪式现场，与会者表示，骆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
学大家，今天捐赠自己多年创作、出版、收藏并带动创作的
珍贵图书，不仅是对济宁图书事业的支持，也表现出他本
人对济宁文化事业的特别关注，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弘扬之举。

骆承烈向现场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的读书经历、
阅读经验和人生感悟，大家认真聆听教诲，感悟人生智慧，
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骆承烈向运河书屋
捐赠图书

以书为媒，融入文创、艺术、教育、亲子等
新业态，品味书城底蕴，体验文化氛围，用书
香点亮城市生活。

《文化周末》记者来到位于济宁市任城区
吴泰闸路与共青团路交汇处的漫舟书城，在
1至4层“游历书海”“人文风尚”“梦幻国度”
和“知识高地”四大主题阅读区域，感受城市
新的文化空间。

“漫舟书城由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
司济宁分公司管理运营，目前1至4层经营
面积约7650平方米，其中图书卖场约3800
平方米，图书品种3.8万个，是济宁地区经营
面积最大、功能齐全、设施先进、效益优良的
文化产品综合卖场，也是济宁城市核心区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文化强市首善之区的
亮点工程。”

济宁新华书店漫舟书城副经理耿国龙向
记者介绍，作为任城区文化“两创”示范点，漫
舟书城以融合创新发展为主基调，尝试新的
商业模式和盈利方式，以店内“库迪咖啡、乐
探球幕、小米九号、海文文创、小慧郎、求智
汇、热气球”等品牌，推进“+图书”的跨界复
合型书店建设，加速书店由单纯的图书经销
商，向综合文化服务商的根本性转变。

“游历书海”是主题图书展陈区，主要是
重大节庆和主题活动的图书展陈，体现社会
职能担当以及宣传主渠道作用；新华荐品专
区，集中展示集团定期推出的新华荐品、优选

品种；“逅漫”突破传统实体书店运营模式，以
“潮流艺术”为主要特色，深度扎根“书店+”
的多元业态市场，臻选文创、盲盒、摆件、手账
周边、毛绒玩具等商品，有200多个品种可以
选购；“新华热荐”是畅销图书展示区，以“空
间漩涡”为概念打造的深邃镜，用具象的装置
表达知识的深邃。漫舟书城“文化方舟”的设
计理念是以生活为底板，以知识为燃料全速
前进，无边界地航行。

2层是集互动、设计、交流、共享于一体
的文化潮流圣地，主题为人文风尚。首先是
乐探球幕体验项目，不需要穿戴任何设备，就
可以体验裸眼3D效果，其影片题材丰富，能
让家长和孩子体验身临其境的惊喜之旅，寓
教于乐。

接下来的区域，是为读者提供的阅读场
所“阅读回音”。回转书吧从跨界的角度，把
喜闻乐见的阅读元素融入场所。初来这片区
域，犹如置身天坛回音壁中。精选文学、社科
等书籍免费阅读，中央回形针交流区也为读
者提供了交流场所，曾经举办过剧本杀等桌
游活动，热闹非凡。

“传承传统文化、创新文化业态”完善了
少儿综合文化体验平台服务功能，打造集“文
化创意+国潮风格+沉浸体验+儿童乐园”于
一体的国潮乐园。内设东汉纸坊、大宋印坊、
楚汉之争、雅歌投壶、百步穿杨、非遗皮影戏
等区域，用中华五千年文化提升孩子的生命
品质，用孩子最喜欢的方法传授给他们最需
要的文化认知。

万川学堂出自“万川归海，海不盈。学无
止境，有容乃大”。万川学堂呼应济宁运河文
化，陈列了关于儒家经典、运河古典名著等书
籍，曾与济宁市文联、市书协联合举办“送福
万家·传承好家风”等传统文化活动。此处也
是济宁市政协委员指定阅读活动场所，定期
为政协委员举办读书交流活动。

古典文学的文化长廊，将《论语》中的经
典短句刻印在顶部的展示板上，烘托古典文
学氛围，左右两侧陈列着与国学、传统文化相
关的书籍。文化沙龙区域配置了LED显示
屏与灯光、音响等专业设备。

漫舟书城自开业以来，立足本地特色，融
入济宁政企单位的文化工作布局。整合社会
资源，为政府机关单位搭建服务平台，履行社
会责任，展现国企担当。

漫舟长廊是二层图书陈列的主体部分，
书店的设计理念为“文化方舟”。空间设计成
高挑的船舱，60米的巨型船身用来盛放象征
精神文明的“货物”，搭载着身处其中的读者
扬帆远航。由长廊南侧向北前行，依次为军
事、社科、文学、党政读物等书籍。

左侧为文学类图书区域，主要陈列着中
外名著、畅销小说、诗歌散文等，同时也设置
了新华荐品系列平台。右侧摆放的是社会科
学类书籍，主要陈列金融经济、军事文学、法
律法规、哲学文化等图书。

来到漫舟书城第3层，可以看到一个游
乐园，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娱乐区域，更是亲子
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的场所，打造了突破大人
与小朋友想象力边界的“梦幻国度”。

镜像宇宙主题沙龙“星际环游”，激发孩
子对宇宙世界充满想象的本能。镜面天花板
与深黑地砖营造出深邃而神秘的宇宙一角，
为他们提供表达自我的舞台。

梦幻国度游乐场，是专为3至10岁儿童

量身设计的室内游乐园，通过科学的立体组
合，形成一个集游乐、运动、趣味为一体的儿
童娱乐活动中心。

青少年阅读区主要摆放青少年读物，比
如罗尔德·达尔系列图书，经久不衰的哈利波
特系列图书、百科类礼品书等。

求智汇教育平台、低幼与拼音读物区、大
人国绘本馆、“L”型区域等设置，为读者提供
了别样的体验。

4层“知识高地”区域是知识的宝库、艺
术的殿堂，以图书馆为主，分为7个功能区。

科技图书区域包含计算机类、工业技术、
医药卫生、养生保健、烹饪美食和社会综合类
考试等几大类图书，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和
热爱生活的顾客提供更多选择。

新华图书馆·自习室，是漫舟书城以自习
服务作为基础平台，横向优化现有服务理念、
升级硬件设施、优化营业时间，契合本地市场
需求的经营模式，纵向延展多样化服务，打造
成的集自修学习、考试专属服务，以及阅读体
验、多元销售、延伸增值体验等一体的“新华
自习室”品牌。

自习室东侧是漫·悦Kids绘本馆，拥有
优质、经典绘本454种，1336册，馆舍装修风
格简约大气，馆内铺设错落有致的地台，供家
长及小朋友随性而坐，共同阅读。场馆空间
规划有致，便于开展各类读书活动。

文房四宝与艺术类书籍的选购处，可一
站式购齐笔墨纸砚，为顾客寻得一处清幽，觅
得一处雅静。

“漫舟书城作为时下生活方式的传递者，
艺术的融入更是成为书店‘生活美学’的表
达。”记者了解到，“逸品轩”翰墨长廊，是漫舟
书城与山东美术出版社合作，精选美术作品，
供顾客欣赏、选购的品牌场地。

长廊分为油画区及国画区。油画区展示
的均为梵高作品，比如《邮差先生》《风车》《塞
纳河边的帆船》等；国画区展示的是中国名家
作品，比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宋徽宗御
笔《瑞鹤图》，以及余挚花鸟图、齐白石小品画
等。

记者来到漫舟书城直播间，工作人员正
为读者直播讲解图书。“为丰富顾客的选书、
购书体验，漫舟书城拓展线上、线下双平台，
在此搭建了漫舟书城抖音直播间，每天定时
直播，加大有效信息触达力度，甄选优质读物
供读者选购。”

耿国龙介绍，去年以来，漫舟书城以抖音
直播作为新媒体运营的核心，全面升级直播
设备，新增双机位相机、LED大屏、补光灯、
中控操作台等专业设备。积累直播流量配
比、引流主题、视频脚本策划、直播风格、中控
等精细化运营经验，常态化开展直播培训，提
升直播团队综合能力。尝试“带店”“带货”，
强调从平台输出、品牌输出的宣传造势。

教学读物的选购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
个学习阶段，囊括了从中考到学业水平测试
及高考所需的学习内容。

“漫舟智汇”区主要是售卖电子助学产
品，掌上助学更快一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也是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言茶事”不仅是品茶的
休闲吧，也是传统文化的交流场所，既有古典
文化研学传习，也有中式生活美学体验。

漫舟书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人文精神，融入自身资源优势，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彩绘京剧脸谱，感受国粹魅力”
等主题文化活动，融合了趣味性和学习性，让
孩子们感受非遗的魅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更加深了孩子们对民族艺术的
了解、认同和热爱。

依托中国二十四节气，漫舟书城有序开
展“漫·悦Kids”传统绘本分享及手工制作，
比如“端午青团手工制作”“春日谷雨绘本分
享”等。作为漫舟书城全力打造的青少儿阅
读体验项目，此活动以图书阅读分享为基础，
借助环境和图书优势，在课余开展以阅读、趣

味学习、素质提升为主题的活动，推荐优秀传
统文化读物，提供阅读指导、阅读推广展示，
引领亲子阅读风尚。

“今年4月22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
我们携手团市委开展了‘书香青春进新华·健
康悦读正当时——感知圣城·儒风雅韵’青春
读书会暨千名青少年诵经典活动。”

耿国龙说，这次活动让大家了解中国古
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家风故事，感受“礼
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传承。引导未
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举行

“入泮礼”、经典名著朗诵阅读、共同学习孔子
家风文化故事等活动，让青少年学生体验古
礼魅力，弘扬礼乐文化，传承尊师美德，使孔
子“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精髓，成为
植根于内心的文化信仰。

近年来，漫舟书城开展了多场沉浸式历
史演绎儿童剧本秀，比如《十面埋伏》《岳飞传
奇》等，作为多元融合发展路径的创新型尝
试，活动凸显趣味、益智以及立意，给定一个
时代背景，让孩子们扮演其中的历史人物，自
主研究人物形象、探索人物生平，实际参与到
台词编写与剧场布置中，让优秀传统文化浸
润心灵。

在文化“两创”的探索中，漫舟书城走出
了新的发展路径，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最美
书店名单。

漫舟书城，正在赋予书店和阅读新的色
彩和济宁特质。

以书为媒：在知识的海中“漫舟”前行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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