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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人们精神的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像李白这样有着天真的性
格、澎湃的激情与盖世的才华的诗人，其作品中
也闪现出了激烈的火花。

一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36岁的李白
带着妻子许氏和女儿李平阳，从湖北省的安陆
县来到任城（今济宁）。

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写到：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
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我本像那个叫接舆的楚狂人，高声唱着凤歌去
嘲笑孔丘。

这首诗中用了一个典故，据《论语·微子》记
载，孔子和弟子路过一处渡口时，遇到了一个名
叫接舆的人，这个人行为乖张，人们称他为“楚

狂人”。接舆大摇大摆地从孔子面前走过，边走
边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
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
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
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
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危险
啊！孔子很想叫住他，跟他聊上几句，但接舆没
有停下，头也不回就走掉了。

李白把自己与接舆相比，表达了政治失意
的感伤和寄情山水的愿望。但他的这一诗句，
单从字面上看，也很容易理解为对孔子的讽刺。

实际上，对李白这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在言
行举止都讲究礼法的济宁人看来，他就是个另
类。李白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他在《五月东鲁
行答汶上翁》一诗中说：“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
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只因为我不能
走上仕途，为学剑术来到山东。举起马鞭向人
打听路，却不料受到汶上老翁的嘲讽。

李白为此写了《嘲鲁儒》：“君非叔孙通，与
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你们也
不像汉代的叔孙通那样懂得变通，和我根本就
不是一路人，也跟不上时代，还是回到汶水边去
种地吧。李白与当地的士人，就这样你来我往
地嘲讽着，一时半时也很难融入。

后来，李白通过酒友元丹丘认识了道士司
马承祯，司马有个徒弟李持颖，而李正是唐玄宗
之妹玉真公主。后经玉真公主推荐，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李白应诏进入长安，任翰林供奉。

李白的这种脾气性格，在朝廷上也得罪了
不少权贵。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被唐玄宗

“赐金放还”后，他把家从任城搬到了兖州。
此时的李白，尽管那万丈的雄心从未倦怠，

也须饮尽那份孤独。他开始反省自己，从儒学
经典里寻找心灵的寄托。《古风·大雅久不作》一
诗写到：“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
立，绝笔于获麟。”情感态度与刚来任城时，已有
了明显改变。

孔子继承了前代的礼乐文化，删定六经，重
在阐释，述而不作。他在作史书《春秋》的时候，
听说有一只麒麟被捕获，而麒麟是瑞兽，一般只
现身太平盛世。孔子感到悲哀，认为眼下的乱
世怎么会出现麒麟呢，又怎么能被捕获呢？他
的心情沉痛，甚至绝望，于是停笔不写了。

从李白的这句诗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种信
念，就是要写出惊世骇俗的传世之作，像孔子那
样，写到“获麟”时才放下手中的笔。他又恢复
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又燃起了“济苍
生”“安社稷”的抱负。一个“仰天大笑出门去”
的李白，在儒学的熏陶下，又复活了。

李白在济宁生活了23年，在济宁写了86篇
诗文，其中有20多处提到了孔子，表达自己的敬
慕之情。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写道：
“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鸿波汩汩流；伯禹
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
道其昏乎？”把孔子的功绩与“女娲补天”“大禹
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孔子是尊敬的。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白写下了
他最后的《临终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感叹
自己像大鹏坠地一样就要陨落了，谁来为他落
泪？他觉得只有孔子才是他的知己，感叹现实
中没有孔子那样的人来理解他。可见，孔子和
儒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孔子和儒学智慧，还表现在他及其学说中
的好学和深思熟虑，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李白也是好学之人。不必说那“铁杵磨成
针”的少年故事，不必说那寒窗苦读的几多付
出，也不必说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过
人天赋，单是那些光照千古的诗文，就足以说明
他是一个好学之人。

写一首是好诗，再写一首还是好诗，这诗好
得没有由来。关于这一点，李白在《书怀赠南陵
常赞府》一诗中说：“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认为自己像孔子一样有才能。

李白在写诗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些浑
然天成的诗句，是反复打磨才写出来的。“常横
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枕边常有
书籍，不知疲倦地写作，至今已有30多年。

他仿效阮籍的《咏怀诗》，写的《古风五十九
首》其三十九，原先的草稿首句是“杀气落乔
木”，尾句是“曲终涕泗澜”，后来斟酌，分别改成
了“登高望四海”“剑歌行路难”，思想情感的表
达更为集中。

在《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七中，初稿中写
美女高节，定稿中改成了美人岁暮。李白对自
己作品的要求之严，修改的幅度之大、数量之
广，是许多人所不知的。

孔子说，学习时要思考。李白狂放不羁，却
时常反思。他一生漂泊豪饮，感觉愧对妻子：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
太常妻。”这里的“太常妻”，用的是一个典故，指
周泽不近人情，经常难为自己的妻子，而且夫妻

也不同居。
“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

璘，派人登门劝说李白任职。李白当时的妻子
宗氏，更能看懂若投奔李璘，完全是一场有去无
回的政治赌博。她拉住李白的衣服，问他何时
才能回来。

可惜这动人的一幕，并没有阻止李白的错
误选择：“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李白最终也没带回“黄金印”，相见时已是
带罪流放夜郎。对此，他是有所反思、深感惭愧
的：“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

三

孔子及其儒学对士人的影响，还表现在“有
教无类”，提出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都应该
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李白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是很大
的。公元724年，24岁的他怀抱理想，出蜀远
游，踏上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之路，希望能够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按照当今的地理区划，他一生共游历过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到过206个市县，登过80
多座山，游览过60多条江河川溪、20多个湖
潭，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李白
表达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立志“申管晏之
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
定，海县清一。”要叙述称霸天下之术，谋求成就
帝王之术，发挥自己的能力，愿意成为宰相之类
的顾命大臣，使得天下安定，国家统一。

尽管他的政治热情大于政治才能，尽管没
有当上宰相，但也于公元742年，担任唐玄宗时
代的职翰林供奉，算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
生前身后名”了。

李白在孔孟之乡的23年，对孔子及儒家学
说的接受是全面的，作为一个缩影，在历史的时
空中，依然闪烁着他的光芒。

孔子及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和启示，还远不
止这些。其中的仁礼天下、安贫乐道、为政以
德、义利兼顾、大同社会等思想，蕴含着中华民
族传统的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启示着士人，
影响着士人，指引着士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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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儒学火花：当李白读到了孔子
王慧明

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挑战。济宁面塑作为中国传统的面塑艺术代表
之一，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还体现
了古老艺术技艺在当代的生命力和创新潜力。

本文介绍了济宁面塑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
色，强调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
独特性。随后分析了现代社会背景下，面塑艺
术特别是在运输、存放和展示过程中易受损坏
的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创新包装设计策
略，包括材料选择、结构设计正当其时。

——主编在线

济宁面塑的历史与艺术特色

济宁面塑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济宁市位于
山东省的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
市。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传承着许多丰富多彩
的民俗文化。济宁面塑作为中国传统工艺之
一，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
化价值。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距今已有千
余年的历史。

济宁作为面塑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面塑
艺术形成和发展与地方文化、民俗风情密切相
关。古时济宁面塑已达到鼎盛时期，除了因为
运河衙门祭祀外，还有孔府的进贡。

孔府档案记载：清光绪二十年，为慈禧太后
六十寿诞时进贡的面食菜单中，主食占12品，其
中饽饽4品，分别为：寿字油糕、寿字木樨糕、百
寿桃、如意卷，代表了济宁面塑的国宴级水准。

孔府的面塑以其细致、精美著称，运河衙门
的面塑以古朴、概括、粗犷、豪放见长，这成就了
济宁面塑的内涵与外延，既有东方文化发祥地
厚重的蕴藉，又融合了长江流域面塑的细致与
精美。

面塑艺术的技术特色和表现形式。面塑，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历经多个时代
的演变和发展，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技巧。从古至今，面塑不仅在形式上有所变化，
所承载的意义和应用，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
所不同。

面塑艺术也往往与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
节庆风俗、红白喜事等都曾用面塑作为礼品或
贡品。2008年，面塑入选了第二批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录。

面塑的基本材料主要是由面粉、糯米粉等
淀粉类物质，通过与水的混合形成面团。不同
地区的面塑艺人，可能会根据传统习惯和经验，
添加少许食盐、色素等，以调节面团的黏性和颜
色。面塑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地
和色彩的表现力，制作过程主要依赖手工捏塑

和雕刻技巧。
面塑艺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掌握了丰

富的手艺和技术，能够凭借双手和简单的工具
如竹签、小刀等，将面团捏塑成各种形态生动的
人物、动物或物品。塑型技巧不仅考验艺人对
形体比例和线条的把握，还需要精准的手法和
耐心的雕刻。

在济宁，《水浒传》中的108将就是面塑师特
别钟爱的创作题材，还有鲁南风俗系列，如神
话、戏剧、动漫经典人物形象。其中包含了绘
画、雕塑、刻印、装饰等诸多因素，都是研究民
俗、雕塑、美学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面塑艺术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多样性
和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面塑师傅们常常会创
作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人物形象，如饰有传
统服饰的农民、手持农具的劳动者等，以及一些
寓意着丰收和吉祥的各种形式的面塑作品，如
五谷丰登、鲤鱼跃龙门，以及民俗、故事，传说中
的人物、动物、器具形象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
了当地的生活场景，也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祝福，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质。

面塑包装设计面临的挑战

运输过程中的物理损害。在当今互联网发
达的时代，网购也是购买商品的主流方式之
一。面塑作为一种精细的艺术形式，在保护与
传承方面，运输商品的过程也面临着严重的物
理损害风险。

这些损害，不仅影响作品的美观和完整性，
还导致艺术品的永久性破坏，对艺术家和收藏
家或购买者都是巨大的损失。首先，面塑通常

由淀粉类材料制成，如面粉和糯米粉，在经过加
工后，这些材料会呈现干燥、坚硬的形态。

尽管表面可能涂有保护层，硬度有所增加，
但整体仍然非常脆弱。特别是薄弱部位，比如
细节部分或突出部位更易受损。有许多面塑作
品具有复杂的结构和精细的雕刻，这些细节是
作品的灵魂，但也是最容易受到损坏的部位。

在运输的颠簸下，如果包装内部留有太多
的余量，那显然对于面塑的保护大打折扣。运
输过程中的震动和突发冲击，是最常见的损害
原因之一。即使在包装良好的情况下，持续的
震动或剧烈的冲击，也足以导致面塑作品细小
部件断裂或者整体破损。在运输过程中，面塑
作品可能会被其他物体堆叠挤压，这种压力会
导致整体形状的变形或者局部的破损。

通过合理的包装设计，可以有效降低面塑
作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的物理损害风险，保证
其艺术价值和长久保存的可能性。

环境因素对面塑的影响。面塑材料对温度
和湿度的敏感性也是较强的，高温可能导致面
塑材料软化变形，而低温则可能使其变得脆弱
易碎。湿度过高则可能导致面塑表面潮湿或发
霉，而干燥的环境可能导致材料龟裂或失去柔
韧性。

除此之外，UV光线也会加速面塑材料的老
化和褪色，尤其是对于染色面塑作品更为显
著。因此，在展览或者存储面塑作品时，需要选
择避光性好的环境，或使用UV过滤材料来保护
作品。

面塑传统包装设计存在的短板。面塑作为
一种传统的非遗手工艺品，其包装设计通常采
用简单、经济的民间传统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市场需求的提升，传统包装设计面临着一
些问题和挑战。

例如保护性不足，传统面塑包装往往只是
简单地用纸张或布料包裹，或者放置在简易的
盒子里。这种包装方式，难以保证面塑作品免
受外部冲击或挤压，容易导致作品在运输或存
储中被损坏。

其次，视觉效果不佳。面塑作品是艺术家
制作的精美艺术品，其包装设计应当能够展现
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然而，传统包装往
往缺乏视觉吸引力，无法有效展示作品的精美
和独特性，使得包装和面塑作品仿佛两个世界，
非常的不搭配，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第一印象
和购买欲望。

最后，其实就是信息传递不足。包装设计
不仅是对产品的保护，还应当承载着品牌、特点
等重要信息。传统的面塑包装并没有很好地将
非遗面塑的思想和视觉效果传递出来，这对于
非遗面塑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

济宁面塑包装设计如何创新

材料选择与性能分析。面塑作为一种传统
的手工艺品，其包装材料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涉及保护作品的需求，还需兼顾美观、环保
等等因素。在运输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面塑
作品不被挤压。

因此，包装材料首要考虑的是其保护性
能。合适的包装材料必须有效防止物品在运输
和存储过程中受到损坏，例如使用厚实的泡沫
材料、定制的纸盒或特制的保护罩等。

现代消费者对环保材料和可持续包装的需
求日益增加。因此，面塑包装材料的选择应考
虑环保性。要选择可回收材料、生物降解材料
或经过环保认证的材料，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同时提升品牌形象。

结构设计与固定技术。因为面塑作品的形
状和尺寸各异，所以在包装结构的设计上，应根
据个体作品的特点进行定制。一般来说，需要
考虑到面塑作品的高度、宽度等等，确保包装完
全覆盖并稳固地保护作品，避免在运输或展示
中发生移动或损坏。

其次，包装结构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提供充
分的保护，防止面塑作品受到外部冲击或挤压
而损坏。因此，结构设计应考虑到材料的缓冲
性能和抗压能力，例如选择一些合适厚度的泡
沫材料，或特制的填充物来保护面塑作品。常

见的填充物，包括泡沫颗粒、泡沫板、泡沫套或
定制的软垫等等。除此之外，定制内衬可以根
据面塑作品的形状和尺寸精确裁剪，提供个性
化的支撑和保护。

内衬通常使用硬质纸板、泡沫板或塑料片
等材料，通过精确的设计与切割，确保作品安全
固定在包装内部。不仅如此，良好的包装设计，
还可以在展示时轻松取出并放置，提升用户体
验和展示效果。

济宁面塑作为中国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
力，其包装设计不仅仅是对作品本身的保护，更
是对非遗艺术传承的重要一环。

我们今天对济宁面塑包装设计的分析与探
讨，就是要通过优化包装结构和固定技术，有效
促进非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包装设计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
对非遗艺术价值和传承意义的体现。通过精心
设计的包装，不仅可以提升面塑作品的观赏价
值和市场竞争力，还可以激发公众对非遗文化
的兴趣和保护意识。

良好的包装设计不仅保护了面塑作品本身，
也为其在市场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国疆域辽阔，各地都有灿如繁花的技术
遗产，怎样让这些遗产活过来，回到我们的身
边，是我们在新技术轰击和旧技术存留的摇摆
中，需要永恒思索的话题。

图为人物面塑 ■资料图片

古老的济宁面塑，今天如何包装与传达
北方工业大学 赵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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