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曹一秀）2日傍晚，泰山
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文化广场上
人头攒动，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
携家带口、呼朋唤友，期待“文化
赋能、乡村有约、青春闪光”文艺
展演闪亮登场，奔赴与大学生们
的文艺之旅。

当天，山东省乡村文化活动
年暨泰安市大学生乡村文化艺
术季启动活动在王林坡村举
办。为充分发挥驻泰高校文化
艺术人才资源富集优势，搭建高
校与地方在文化领域合作的桥
梁，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我市于6
月初至8月底，由市文化和旅游
局牵头，联合山东农业大学、泰
山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山
东服装职业学院、泰山科技学院
等驻泰高校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举办2023年泰安市大学生乡村
文化艺术季活动。

为给村民呈现精彩的演出，
参加演出的大学生反复排练、预
演。紧凑的排练之余，来到“网红
村”王林坡村的大学生难掩兴奋
之情，趁着排练间隙行走九省御
道，跨清泉桥、赏古名泉，“打卡”
非遗市集、观音柳、玻璃栈道……

19时，泰安市大学生乡村文
化艺术季“文化赋能 乡村有
约 青春闪光”文艺展演火热开
演。歌曲演唱、武术表演、舞蹈
……绚丽的舞美环绕中，活力四
射的大学生为大家献上了一台精

彩的文艺演出，为乡村文化注入
了青春气息。文艺展演结束后，
烟花腾空而起绚丽盛放，将天空
装点得五彩斑斓，清泉旁的广场
上，孩童流连于游乐设施，村民们
高声谈笑，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徐徐展开。

“王林坡村深挖乡土文化资
源，依托‘两湾环绕、明清古道’的
历史文化优势，高标准建设了汶
水画廊景观带，我们将抓住这次
有利契机，积极搭建高校和农村
的文化合作桥梁，吸引青年大学
生邂逅王林坡，结缘美丽乡村，共
同唱响乡村振兴之歌。”王林坡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红军说。
近年来，邱家店镇巧用汶水文化、
石敢当文化，以宝泰隆地下大裂
谷、泰山国际花木城等为核心，完
善泰山泉乡王林坡、守望相助刘
家疃、乡村记忆北王庄、老家味道
中郭庄、民俗风情埠阳庄等文旅
资源，构建“赏花木、游汶河、体验
汶水人家”特色乡村旅游体验，推
动全镇文旅产业健康绿色发展。

以文惠民、以文塑旅、以文兴
业，市文化和旅游局充分挖掘整
合驻泰高校优质文化资源，广泛
发动大学生力量，为乡村文化建
设注入青春活力。“我们举办大学
生乡村文化艺术季，让大学生有
机会走出校门，服务基层，为群众
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文化
服务。”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
科科长董英囡说。

泰山岱庙青花香炉与碧霞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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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文化先行”校地供需见面会举行

推动形成“以需定供”的
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本报6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曹一秀）2日，山东省乡
村文化活动年暨泰安市大学生乡
村文化艺术季启动活动在泰山区
邱家店镇王林坡村举办，当天下
午，活动举办了“乡村振兴 文化
先行”校地供需见面会。

当日下午，在王林坡村议事
厅内，参加“乡村振兴 文化先
行”校地供需见面会的各高校相
关负责同志与各县(市、区）、功能
区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同志
交流洽谈。见面会搭建起高校
与地方在文化领域合作的桥梁，
推动形成“以需定供”的文化服
务供给模式。各级文旅部门将
加强与各高校的沟通交流，为大
学生助力文化振兴、贡献青春力
量创造机会和条件；高校师生根

据群众诉求，在活跃乡村文化生
活、开展全民阅读、艺术普及、公
共美育、艺术乡建等方面提供文
化志愿服务，为乡村文化建设注
入青春活力，为农村群众提供更
有品质、更加精准、更为丰富的
文化服务。

在校地供需见面会中，市文
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同志与各
高校相关负责同志签订了合作
备忘录，在文旅深度融合、文化
惠民活动组织、城乡基层文化人
才培训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等方面加强谋划设计，深入
开展合作。同时，市文化和旅游
局也将主动为驻泰高校与各县
(市、区）、功能区文旅部门及乡
镇社区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推
动形成务实高效的合作机制。

泰安大学生文艺之旅邂逅美丽乡村

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清乾隆年制，清道光三年
（1823）御赐岱庙。碗高13.3厘米，
口径15.3厘米，底径7.6厘米。漆
器，铜胎，侈口，深腹，折底，高圈
足。器内泥金，外施朱漆，以棕褐色
的锦纹为减地，腹部雕刻八朵缠枝
莲托八字梵文，足部雕卷云纹、缨络
纹，底内壁边沿有“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篆书描金款。净水碗为西藏地

区原始宗教——苯教的法器，其上
的八字梵文“唵、嘛、者、墨、也、萨、
来、杜”，是教徒祈祷时的经咒，类似
佛教念诵的六字咒语“唵、嘛、呢、
叭、咪、吽”，人们认为以这种咒语装
饰器物，即可直接得到佛的保佑。

高足净水碗采用的是雕漆中
的剔红工艺。据明代黄成著、杨明
作注释的《髹饰录》记载，这种工艺

早在唐代已有。珍藏于泰安市博
物馆的这件剔红缠枝莲高足净水
碗，堪称清乾隆年间漆器的代表。
其造型别致，古朴大方；内金外赤，
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层次分明、严
谨华丽；花纹生动鲜明，立体感强，
显示了雕工细腻精湛的雕刻手法，
代表了清代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平，
是我国传世漆器中的珍品。

泰山岱庙藏有一件青花云龙纹
香炉，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
江西景德镇一位信士供奉给泰山娘
娘碧霞元君的。香炉高约34厘米，
口径26厘米，腹径36厘米，底径24
厘米。子母口，圆肩，腹微鼓，平
底。通体青花图案，颈部为锦地，四
面开光，绘云鹤纹及圆钱纹。古人
以云鹤寓意长寿，而圆钱纹则代表
财富，两种纹饰在一起代表了福禄
寿喜。肩部饰萱草纹，也是古代常
见的吉祥纹饰，寓意子孙满堂。腹
部绘两条行龙和一条正面龙，间以
云纹和波浪纹。这件香炉器形优
美，构图饱满，堪称明万历时期景德
镇民窑瓷器中的精品。

香炉的腹部荷花及龙首之间有
一方形匾牌，内有文字九行：“江西
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敬
造大青花瓶一副，在于泰山顶上娘
娘御前来还供奉，专保父亲程珊寿
命延长，兄时恭、弟时启阖门皆吉，
及自己买卖往回平安，百事遂意，福
有攸归。万历己亥年孟秋月吉日
书。”香炉底边沿有“江西饶州府浮
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施舍”字一
行。这些文字完整记录了当时的一
则社会信息，是明万历年间非常重
要的信仰史料。

信士商人程时振
这段文字简单地说，就是明万历

二十七年（1599），一位江西景德镇信
士烧造了青花瓷瓶，供奉给泰山娘
娘，保佑家人和他本人平安吉祥。“泰
山顶上娘娘”也就是泰山娘娘，道教
的正式称号是“碧霞元君”，民间俗称

“泰山老奶奶”“泰山圣母”“天仙圣
母”，是土生土长的泰山女神。其身
份来历有黄帝玉女说、东岳大帝女儿
说、民间凡女得道成仙说等。关于泰
山女神的传说，晋代的《搜神记》《博
物志》等文献便有记载，应该是肇始
于古代的母性崇拜。据考证，宋代泰
山已经建立了其祠庙。但明代以前，
一直声名不显，其地位和声望远不及
泰山的另一位神灵——泰山神。明
初以后，因政治、社会方面诸种因素
的影响，碧霞元君的地位急速上升，
逐渐成为一种全国性信仰，各地遍建
行宫，香客来泰山进香的主要对象也
由泰山神转为碧霞元君。明万历间
《东岳碧霞宫碑》称：“自碧霞宫兴，而
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
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
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而碧
霞视他岳盛矣。”明正德年间（1506—
1521）开始，向香客收取香税。关于
香税数额，明末张岱在其《岱志》中
称：“合计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
满二万。山税每人一钱二分，千人百
二十，万人千二百，岁入二三十万。
牙家之大，山税之大，总以见吾泰山
之大也。……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
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当时，碧
霞元君已经成为民众尤其是北方民
众信仰世界里的女皇。香客为各种
各样的祈求而来，他们绝大多数是有
组织的，称为香会，或称香社。香会
在泰山留下了相当多有关碧霞元君
的遗存，如神像、香会碑，以及铜钟、
铁钟、铁塔、香炉等，其中最多的是香
会碑。据统计，泰山现有各类香会碑
504通。另外还有一些个体香客，多
进献一些小型供器或者衣着服饰类
的贡品。

从保佑“自己买卖往回平安”来

看，信士程时振应该是一个商人，籍
贯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景德
镇原名新平，因居昌江之东南，又名
昌南镇。景德镇以烧造瓷器著称于
世，制造陶瓷的历史非常悠久，汉时
始有冶陶，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烧造
官窑器作为贡品，遂以皇帝年号“景
德”为镇名，景德窑开始闻名全国。
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明清两代均在此设御窑厂。御窑之
外，更多的是民窑，御窑烧造器物进
贡宫廷，民窑产品则行销全国。很
多民窑的烧造水平也很高，这件明
代青花云龙纹香炉就是其中的代
表。信士程时振就地选材，用家乡
的这一特产，向泰山娘娘献上了属
于他自己的虔诚。

这篇铭文短短104字，时间、地
点、人物俱全，祈求事项也说得清清
楚楚。信仰尽管是一种精神层面的
寄托，但绝不是枯燥和空洞的，碧霞
元君的职司就是温暖人心的。正如
明代王锡爵所撰《东岳碧霞宫碑》所
言：“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
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
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
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
相交愿，而神亦靡诚弗应。”香炉上
的这一百余字，字里行间透露着程
时振阖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浓
浓亲情，和他对全家美好生活的
向往。

另外，该香炉原器名“青花云龙
纹瓶”，当时定名是从其铭文“……
程时振敬造大青花瓶一副……”而
来。有研究者认为，此器与传世的
一批原为双耳三足鼎式炉的残器一
样，器口、双耳、三足均缺失。其原
用于插配双耳的器肩处对称双方
孔，以及器腹下等对三圆孔，被填补
以充瓶罐之用，成了名副其实的“大
青花瓶”，然而其复原后实为双耳三
足鼎式炉（梦笔：《遇物自成趣——
香港艺术馆藏天顺青花瓶与杨氏家
族》，《收藏家》2018年第9期）。从
该器肩部和腹部的空洞来看，这些
空洞是有规律分布的，故应命名为

“青花云龙纹香炉”。
明代，山东以及与山东邻近的

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是碧
霞元君信仰最重要的区域，这些地
区的很多县都建有碧霞元君的行
宫，满足当地百姓的岁时祭拜。在
距离泰山两千里之遥的江西，明代
饶州府辖鄱阳、德兴、安仁、余干、浮
梁、乐平、万年七县，通过查阅地方
志，只查到鄱阳县有一处碧霞宫，供
奉泰山娘娘。但这里的东岳庙却着
实不少，比如景德镇，东岳庙建在镇
北观音阁附近，祀东岳大帝。

景德镇及周边有如此深厚的泰
山信仰，信士程时振又是一位走南
闯北的商人，对红遍长江南北的碧
霞元君肯定比较了解，因此才有了
青花云龙纹香炉的烧造和供奉。

督陶官唐英
无独有偶，还是在景德镇，清雍

正乾隆时期（1723—1795）的著名
督陶官唐英，在管理景德镇御窑厂
期间，除了为宫廷烧制各种精美的
御用瓷之外，也烧造了一批自用的
供器，器形有香炉、花觚、烛台，供奉
的神灵有东岳大帝、观音菩萨、地藏
菩萨，其中有一些进献给碧霞元
君。如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唐英

款青花缠枝莲纹香炉，残高39厘
米，口径30厘米，腹径45厘米，器
身铭款：“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
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
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
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
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
春月谷旦。”上海博物馆藏唐英款青
花缠枝莲纹花觚（一对），器身铭款：

“养心殿总监造，钦命督理江西陶政
兼管江南淮、宿、海三关，暨江西九
江关湖口大孤塘等关税课，内务府
庆丰司员外郎兼佐领加五级、沈阳
唐英敬制。五供全分虔献东直门外
壩北长店村四道街东口天仙圣母殿
前永远供奉。大清乾隆五年十月朔
日。”另外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
花缠枝莲纹花觚、英国国立维多利
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青花
缠枝莲纹烛台（一对），器身铭款与
上述两器雷同，均为东壩天仙圣母
案前供奉，烧造于乾隆六年（1741）
春月。

器物铭款中的东壩（东霸）即东
坝，距北京朝阳门20余华里，历来
被视为京东重镇。东坝天仙圣母
庙，供奉的也是泰山娘娘碧霞元
君。据考，明成化年间（1465—
1487）北京城始建碧霞元君行宫。
大约到明末，北京城的东、南、西、
北、中五个方位各有一座较有影响
力的行宫，分别命名为东、南、西、
北、中顶。五顶之外，丫髻山和妙峰
山是另两处北京城郊著名的朝拜碧
霞元君的地点。丫髻山位于京东平
谷县西北隅的群山环绕之中，距北
京约160华里。农历四月初一至十
八是丫髻山的庙会，北京城的皇室
成员、官员士绅很多都会来进香祭
拜，官方色彩极为浓厚。东坝恰好
位于从京城去往丫髻山的必经之
地，东坝天仙圣母庙不仅是当地百
姓祭拜泰山娘娘的场所，还是去丫
髻山朝山进香香客的中途驻留祭拜
之地。

唐英向碧霞元君进献的器物
上均未写祈求，那他究竟是为何事
呢？据推测是因乾隆五年（1740）
中秋后刚得一子，乾隆六年次子金
榜题名，且恰逢唐英六十岁寿辰，
故才有乾隆五年十月、乾隆六年春
月频繁烧制青花五供，敬献京城东
坝天仙圣母之举，目的就是为祈求
母子平安，保佑全家安康。但这些
又不便言说，因此未在铭款中
写明。

程时振和唐英，一个生活在明
代万历年间，是普通商人，普通的连
经营何种商品都不知晓；一个是清
雍正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在景德镇
御窑厂历史上督陶时间最长，他主
持烧造的瓷器深得皇帝喜爱，被称
为“唐窑”。尽管身份悬殊，但他们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与景德镇
有关，一个是景德镇居民，一个在景
德镇督造御瓷28年。而且，他们都
曾为家庭的平安幸福，向泰山圣母
碧霞元君进献过供器。他们生活在
各自不同的时空里，但碧霞元君将
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人连
在一起。这些产自景德镇的精美瓷
器，当年供奉于不同地点，现在又收
藏于各个博物馆，却共同见证了明
清两代相距百年的两个鲜活的生命
个体关于碧霞元君的信仰传奇。

□泰安市博物馆 李萌

清乾隆高足净水碗
□泰安市博物馆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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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款青花缠枝莲纹花觚。

香客供奉碧霞元君的铜镜。

青花云龙纹香炉。

■演出现场。 通讯员供图

■会议现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曹一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