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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中心地段，不
同于街头巷尾常见的东方巴洛克风格
建筑，一座三进式仿清院落巍然矗
立，朱墙金瓦，格外醒目。这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地区现存最
大的文庙——哈尔滨文庙，也是黑龙
江省民族博物馆所在地。

哈尔滨文庙始建于1926年，落成
于1929年，占地2.5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5674 平方米。黑龙江省民族博物
馆以文庙为馆舍，1988 年对外开放，
是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民族博物馆。

文庙建筑别具一格

万仞宫墙、泮池、大成殿、崇圣
祠、《哈尔滨文庙碑记》碑……从东
牌楼走进文庙，松柏榆槐掩映下，几
十处景观错落有致。

东、西牌楼分列第一院落两侧，
均为庑殿顶建筑，黄琉璃瓦之下是旋
子彩绘。东牌楼叫“礼门”，题有金
字“德配天地”；西牌楼叫“义路”，
题字“道冠古今”。

“这寓意孔子之德与天地共存，儒
家思想贯通古今。”黑龙江省博物馆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馆长覃劲说。

为何不从正门进入？原来，哈尔
滨文庙没有正门。“民间约定俗成，
无论何地建成孔庙，都必须由当地当
朝的状元前来祭祀孔子，然后才能修
建正门。”覃劲说，由于哈尔滨文庙
建于民国，科举已废，再无状元，因
此用万仞宫墙取代了正门的位置。

第一院落南侧，万仞宫墙的雕花
砖墙与文庙围墙连为一体，墙体中心
与四角均镶有以花卉图案为主的彩釉
琉璃雕花砖，墙脊覆盖黄琉璃瓦，瓦
当中心饰有活灵活现的九曲龙图案。

“泮池如月，虹桥飞架，白玉雕
栏，剔透玲珑。”宫墙往前，半圆形
泮池上，泮桥跨池而建。“搁古代，
只有状元才能走在这桥上。”一名游

客说着，带孩子走过了泮桥。
文庙主殿大成殿位于第二院落，

重檐庑殿顶备显庄重大气，檐下的斗
拱配以“金龙和玺”彩绘，双重飞檐
中间，海蓝色竖匾上木刻贴金群龙环
绕着“大成殿”三个字。龙凤、天
马、獬豸、斗牛……大成殿顶层飞檐
上设有9尊脊兽，按照传统规制，只
能摆设6尊脊兽。

“大成殿整体规格和皇家建筑规
模相同，因为建在民国年间，所以打
破了原有的格局和束缚。”覃劲指向
大成殿正对面，朱红色的大成门同样
按最高规格装配。门上按照皇宫礼制
镶有九九八十一颗门钉，门前的汉白
玉浮雕又称“丹陛”，双龙戏珠之
下，山海图案相连，寓意风调雨顺、
江山永固。

哈尔滨文庙建于国家内忧外患之
时，第二院落东南角的石碑上刻有爱
国将领张学良所写的《哈尔滨文庙碑
记》：“哈尔滨据松花江上游，东省铁
路横贯其间，欧亚商旅麇集而鹑居，
列肆连廛，言庞俗杂”“学校渤兴，
不可废崇祀先圣之典”“君子之敷教
也，必端其本”……

张学良点明，修建文庙，对于抵
制文化侵略、振奋民族精神有积极作
用，其碑文中洋溢的爱国之情、兴邦
之志令人感动。

民族文化多姿多彩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
疆省份，除汉族外，有 10 个世居于
此的少数民族。以赫哲族、鄂伦春
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代表的渔
猎文化，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游牧
文化，以满族、锡伯族、回族、朝鲜
族、柯尔克孜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
基本涵盖了人类社会工业时代之前的
主要文化类型，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建馆以来，
致力于收藏、研究和展示黑龙江少数
民族文物，曾多次赴省内外、俄罗斯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征集文物藏
品，馆内现有藏品1万余件。

赫哲族的鱼皮服饰、鄂温克族的
撮罗子、达斡尔族的绣花鞋……大小
配殿内，丰富多彩的展品讲述着黑土
地上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故事，生动再
现了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场景。

赫哲族社会发展辉煌历程展区设
在第一院落东配殿。一个展柜里陈列
着多枚勋章：斯大林奖章、华北解放
纪念章、东北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奖
章、解放东北纪念章……这些勋章诉
说着赫哲族英烈的光辉事迹。

“赫哲族不少青年踊跃参与抗
日，其中董贵喜、董贵福、董贵寿、
毕发祥、毕清林等人被编入周保中、
李兆麟将军领导的远东八十八国际旅
担任侦查员。”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
讲解员刘沈伊介绍，这些战士在边境
地带冒险侦查，收获大量军事情报，
还带领苏联红军越过黑龙江，打击日
本侵略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
予他们斯大林奖章。

第二院落东庑、西庑，是黑龙江

省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陈列展区。
“远古回声”单元通过实物和图文展
示，介绍了距今5万年至3000年间黑
龙江地区古代文化的起源、分布及发
展。玉环、玉匕、玉玦晶莹翠绿，并
排躺在展柜里。“很难想象，9000年
前的小南山先民能制作出这么多精美
玉器。”刘沈伊介绍，饶河县小南山
遗址存在 5 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时间跨度1.5万余年，遗址中发现了
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小南
山遗址的发现，为构建黑龙江下游乃
至东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
大，证明了白山黑水间的渔猎先民在
中国古代文明早期进程中发挥了独特
的作用。

在蒙古族文化单元，可以看到蒙
古族人民喜爱的马头琴，听到由马头
琴伴奏的蒙古长调。“蒙古长调悠扬
舒缓、气息绵长，以极富装饰性的旋
律和华彩唱法最具特色，歌手演唱时
会融入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覃劲
说。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三批“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一艘造型别致的木船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这是鄂伦春人的桦皮船，船
身头尖尾锐，呈流线型，以樟子松做
骨架，周身没有一个铁钉，烘烤后密
不透水。刘沈伊介绍，稍大的桦皮船
一个人就可以扛走，划行时轻巧无
声，乘船捕鱼不会惊动鱼群。

一块木板上画着威武壮硕的骏
马，这在柯尔克孜语中被称作“鄂孜
拉”，寓意“马神”。在柯尔克孜族，
有马之家会选出一匹良马作为神马，
象征祖先骑着此马看护自家的畜群，
没有马的人家就会画一匹马，挂在屋
子西南角，以求庇护。

第三院落配殿“传统与现代”展
区中，不少人在AR试衣镜前兴致勃
勃地体验。轻轻一点，即可在镜中试
穿 10 个少数民族的特色服饰，还能
拍照留念。

在兽皮工艺单元，鄂伦春族狍皮
长袍、拼色兽皮包等引得观众啧啧赞
叹。“用兽皮制成的衣服耐磨、御
寒，皮靴手套行动时声音极小，特别
适宜东北地区的寒冷气候和爬山穿林
的游猎生活。”刘沈伊介绍，鄂伦春
族兽皮衣饰制作原料主要是狍皮、鹿
皮和犴皮，尤以狍皮最多，鄂伦春族
狍皮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覃劲告诉记者，黑龙江省民族博
物馆正在积极筹备新的专题展览，遴
选具有代表性的馆藏民族服饰，通过
解读服饰材质、款式、纹饰等方面的
文化信息和演变历程，来呈现各民族
交流互动的历史轨迹以及逐渐融合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社教活动推陈出新

“启——户——”随着鸣赞指
令，大成门缓缓开启，身穿汉服的孩
子们登上泮桥，走到大成殿前，在启蒙
老师的指导下做“天揖”敬拜孔子。

随后是“执笔敬书”环节：蒙师
一边叮嘱“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要
先从做人开始，要与人为善、团结互
助 ”， 一 边 与 孩 子 共 同 执 笔 完 成

“人”字的书写。
每年开学季，都有很多学生来哈

尔滨文庙参加“开蒙礼”。古时，儿童
在进学之前，要举行象征破蒙启智的

“开蒙礼”。历经千年传承，“开蒙礼”依
然发挥着“人生第一课”的重要作用。

“‘开蒙礼’能引导孩子尊敬师
长、对知识心存敬重，令人受益终
身。”参加过活动的一位家长说。

开蒙礼、拜师礼、毕业礼、成人
礼、誓师大会、登龙门……黑龙江省
民族博物馆立足文庙资源，充分发挥
教育职能，积极搭建与学校、企业、
社会团体的合作平台，平均每年开展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70 余场，吸引近
10万名学生参与。

2006 年，哈尔滨文庙中断 60 多
年的祭孔活动首次恢复。此后，每年
9月28日，这里都会举行祭孔大典。
去年受疫情影响，祭孔大典改为线上
举办，直播节目登上省级卫视，吸引
万余名观众观看。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策划推出大
型传统文化巡展“垂教千秋——先师
孔子传”，每至一校，学生们齐诵

《论语》 名句、参观展览、聆听讲
座。博物馆还充分运用新技术，将文
物文化资源搬上“云端”。VR 游、
云展、少数民族知识线上答题……丰
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备受公众欢迎。

“我们已推出各类新媒体展示内
容近200期，近百万观众通过网络享
受到文化大餐。”覃劲表示，希望传
统文化的魅力能感染更多人。

凭借对家族技艺的传承，复原了官船、游船、客船、货船、渔
船等10余种古船；精益求精制作等比例缩微船体，就连指甲盖大小
的门窗都可以开合；最大的愿望是看到风樯帆影的胜景在古老的运
河中重现……她就是天津市级非遗项目田氏船模制作技艺第四代传
承人——田霞。

传承家族技艺

“长在海河边，家靠近北运河，我从小就喜欢看运河上来往的船
只。船形形色色，有的风帆高张，有的摇橹而过……”田霞十来岁
就跟着父亲田恩祥学习田氏榫卯工艺和镂空雕刻船模制作技艺。肯
吃苦、善钻研的田霞，经过不断学习、尝试，慢慢掌握了从前期设
计到后期制作的每一道工序。从部队退役后，她接过父辈的事业，
专门从事船模制作。

田氏船模制作技艺自1867年传承至今，已有155年历史。田霞
的祖上以漕船为业，先人田继勇经常跟随长辈出航，冬季船舶休业
时，他尝试制作仿真渔船槽船模型给孩子们当玩具，这是田氏船模
的最初形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田氏船模越做越逼真，门窗、船
帆都能活动，放到河里和真船一样可以行驶。”田霞自豪地说。

田氏船模将钉接榫合与木雕镂空等技法结合，精准复原船的形
状、结构、涂层、内饰部件，再现了天津漕运发展史中出现的商
船、游船、官船等，让人们得以窥见天津河海要冲的历史地位。

2017年5月，田氏船模制作技艺被评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2017年6月，田氏船模亮相尼泊尔津韵丝路天津—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文化交流活动；2018年5月，参加京津冀文化美食非遗联
展；2019年5月，参加天津世界智能大会“津”彩非遗展示活动……田氏
船模声名鹊起，走向世界。

精心复原古船

100平方米左右的家中，放着10多个大型船模，让居住空间略显
局促。阳台上两平方米的斗室，是田霞的工作间。电锯、案板、刨
子、锉刀等工具摆放整齐，合上推拉门，就是她心无旁骛沉浸其中
的船模世界。

精心绘制图纸，开料、刨料、雕刻、组装、油漆、打磨……数
十道繁琐又辛苦的工序，田霞始终甘之如饴。

“做船模要有耐心，一艘半米长、不含开关门窗的潞河官船，也
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制作。”田霞说，潞河官船就是北运河上的“水
警”船，负责保障运送皇粮的船只安全。

她展示了一艘潞河官船模型，船头的信号旗迎风招展，船尾摆
放着刀枪剑戟，精美细致，惟妙惟肖。

有航运以来，就有船模。一个个船模，就是舟船发展历史的浓
缩。“船模要依照真船的形状、结构，严格按比例缩小制作，制作程
序、方法和材料与造真船无异，原船该有的零件一样都不能少。”田
霞说。

她指着一艘官船甲板上一个 10 厘米高的水桶模型说，古代官
船、游船上都有用于防火和清洁的水桶，船模上这个小水桶是用一
块块纤细的松木拼接起来，再用铜线箍紧，与真实的水桶一模一
样，不缺一道工序。

时光流逝，散落在海河沿岸的老渔船，渐渐消失在历史的烟云
中，但田氏船模保留下来，成为天津卫漕运文化的生动符号。

在天津市北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一艘按照1∶6比例
制作的海河渔船模型放在展厅中央。“这是我和父亲一起制作的。这
样的海河渔船如今已经见不到了，但它的样子印在我的脑海中，于
是我和父亲凭着记忆，复原了这艘渔船。”田霞说。

再现运河胜景

“田霞坚持古法手工技艺，不辞辛劳，甘于淡泊，拒绝了一些商
家量产的提议。在她看来，手工制作技艺是田氏船模的魂，要一直
传承下去。”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广凤说。

田霞经常去高校和中小学讲课，传授非遗知识，讲解漕运文
化，教学生们动手制作船模。“孩子们对船模很感兴趣。他们是祖国
的未来，更是非遗传承的未来。我会尽我所能，传承推广田氏船模
技艺。”

田霞有个心愿，那就是再现风樯帆影、水波浩荡的古运河胜
景。前不久，听到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的消
息，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田霞常去图书馆、博物馆寻找有关古船的书籍、资料，若是看
到以前没见过的古船图片，她便欣喜万分。根据资料图片，田霞复
原了一些早已失传的古船。

“我今年50岁，趁着还算年轻，争取把所有的古船都做成实体模
型，让后人知道河面上曾有过它们美丽的身影。”田霞说。

◎匠心

田氏船模传承人田霞：

妙手复原运河古船
本报记者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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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霞制作的古代战船船模。 武少民摄

哈尔滨文庙大成殿。 本文图片均由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提供

鄂伦春族兽首帽。鄂伦春族兽首帽。

赫哲族传统鱼皮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