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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州文庙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是由名臣范仲淹于

北宋景祐二年（1035 年）创建的，迄今已有 960 多年历史。

此后历经扩建，到明清两代府学文庙占地面积近二百亩，至

清代乾隆时到达鼎盛时期，当时苏州文庙东临卧龙街（今市

人民路），西倚东大街，南枕新市路，北至书院巷，占地面

积约十万平方米，其中府学占地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文庙占

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就占地面积而言，在当时是仅次于曲

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有江南学府之冠的赞誉。现有面

积仅为当时的六分之一，目前保留下来的重要建筑有棂星门、

戟门、大成殿、崇圣祠、七星池、明伦堂，现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苏州文庙大成殿作为文庙的主体建筑，其建造的地理位

置位于文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并通过将大成殿这一大体量

的主殿放置在高高的月台上的手法加以强调。除此以外，在

北宋建造苏州文庙时，还运用了空间强调的手法，当观众从

大成门进入文庙内部时，大成殿迎面而来，此刻观众将倾向

于观看大成殿正面构图以及西部特征，并被这宏伟的建筑深

深吸引，完美地将大成殿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

苏州文庙大成殿北宋时期称为“宣圣殿”，历经南宋绍兴、

元大德、明宣德重建改造。现存建筑为明代成化十年（1474 年）

所建，但梁架结构、斗拱、鸱尾，都保存了原有宋代建筑风格。

现存大成殿外墙为丹红色，屋面为四坡五脊由朱黄琉璃筒瓦

铺盖，屋顶为重檐庑殿顶，殿内有五十根楠木柱支撑，在全

国亦属罕见，大殿整体高度约为 20.5 米，建于高约 1 米的台

基之上，巍峨宏伟、庄严肃穆。大成殿殿身面阔七间，通面

阔约为 30 米，其中明间、次间各为 2 米，梢间 2.2 米，尽间

2.1 米，廊间为 1.95 米；进深六间，通进深约 21 米，总体建

筑面积约为 600 平方米（不含月台部分）。大成殿作为文庙

内最为重要的建筑，其内部陈列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孔子文化遗产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本文将以苏州文庙大

成殿陈列为例讨论如何运用现代的设计理念去设计古建筑内

的展示空间，使陈列与不可改变的古建筑空间环境相互和谐

统一。

一、大成殿陈列概述

苏州文庙原有陈列始建于 2000 年，由于历史原因，大成

殿内原有陈列未包含配位、十二哲等像位，礼器、乐器等都未

完全按照规制放置。除此以外，大成殿内原有陈列经过 14 年

的使用，部分辅助陈列已经出现了严重破损，并且随着时代的

发展，其陈列内容也急需调整更新。因此 2015 年 1 月苏州文

庙对大成殿内部陈列进行了更新提升，目前该项工程已经完工，

此次陈列提升工程在尽可能保存原有陈列的基础上，加入新的

现代元素，将大成殿的空间营造成一个整体化的视觉形象，把

零碎的展示主体和观众人群组织在这一环境中。

新完成的大成殿陈列主题为“孔子文化”，主要针对“物”

（孔子文化展品）、“人”（儒学大家的陈列）、“场”（祭

祀、瞻仰孔子场所建设）这三方面展开，让观众一进入大殿

就感觉典雅、庄重、华丽。

（一）孔子文化石刻

在原有的大成殿陈列中“孔子文化石刻陈列”是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孔子文化，让观众了解

孔子生平、孔门弟子以及儒家经典，“孔子文化石刻陈列”

得以继续使用。原有“孔子文化石刻陈列”是 2000 年完成的，

原有陈列形式为传统碑墙式陈列（如图 1 所示），共计陈列

碑刻 143 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

（1）《孔子七十二弟子像》石刻：陈列位于大殿东墙，

陈列碑刻二十方，这二十方石刻是清代光绪五年（1879 年）

常熟的邹文瀚先生根据杭州府学中宋代原刻的藏碑所刻，共

刻有八十六弟子，石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2）《孔子圣迹图》《孟子圣迹图》石刻：陈列碑刻

四十三方，分别根据明万历年间和清代印本翻刻的拓本翻刻，

以连环画线描形式表现了孔子、孟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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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经》：专指儒家经典石刻，内容包括《论语》《中

庸》《大学》《孝经》等四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合称“四书”。庙藏石经为清代金匮钱梅溪汉

石经双沟本，时任浙江督学阮文达（阮元）督刻，石经共 80 方。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方便欣赏这一陈列，在设计中对原有石

刻进行了重新排序，在东北部墙面上陈列“图像碑刻”（包括

《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孔子圣迹图》《孟子圣迹图》），西

北部墙面上陈列“石经碑刻”。除建筑安全以及美观考虑以外，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石碑，采取了以砖混架构为主的基础承重，

底部为青砖装饰裙，石碑山墙周边均有实木制作的装饰架，除

此以外东西两面石碑群山墙均采取了悬空防潮处理。

图 1   现有大成殿孔子文化石刻陈列

（二）人物陈列

大成殿人物陈列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正祀——孔子，而

孔子生前外貌如何，今人已经无从得见，对孔子像就只能通

过古籍中的文字描述以及后世流传的各类孔子遗像设计。可

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字描述对孔子外貌进行复原，只能得到一

些模糊的轮廓，由此在设计中我们主要依靠后世流传的孔子

遗像对大殿内陈列大孔子像进行创作。除此以外，在大成殿

内如何祭祀孔子也有着一定的争论，主要分为塑像、画像、

碑刻、牌位这四种祭祀方式，通过翻阅古籍可知，孔庙中设

像祭祀兴起于汉代，其最初所用的为画像 [1]。在山东曲阜孔

庙内所保存的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的《汉鲁相

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中记载着“改画圣象如古图”之语，可见，

孔子受享，一度以图绘为常。综合以上，在设计孔子像时特

地邀请了苏州著名画家周矩敏根据唐吴道子所绘制的《孔子

行教像》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并用巨幅磨漆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让观众在看到这幅磨漆画的同时顿生景仰之情（见图 2）。

图 2    孔子像

为了更加彰显大成殿的威仪，除了通过建筑本身气势以

及夫子盛容以外，还体现在强大阵容的从祀团体，因此配位

的设立毋庸置疑。早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度宗皇

帝诏令以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四人配祭孔子，史称“四

配”。在配祭的方位上，颜回（兖国复圣公）、孔伋（沂国

述圣公）分列孔子像东一、东二，而曾参（郕国宗圣公）、

孟轲（邹国亚圣公）则居孔子像西一、西二。在四配像的人

物造型上，其设计主要参考了山东曲阜孔庙的四配像线刻版

本，并且通过磨漆画艺术形式以及人物线条贴金的方式来表

达今人对古代先贤的敬仰，除此以外，还能够同中央的孔子

像相互呼应。

（三）孔子祭祀陈设

文庙（孔庙）在建造之初其功能就是为了祭祀 [2]，随着

历史的发展其祭祀活动的影响也不断地扩大，从最初的孔子

家庙逐步扩展到了国庙，直至现在全国共有孔庙千余座。祭

孔活动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礼制，一直在政治活

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祭孔活动的政治作用

逐渐降低，观众们更希望通过观看孔庙祭祀活动了解儒家祭

祀制度以及古代庙堂文化。因此孔子祭祀陈设是大成殿整体

陈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孔子祭祀陈设中，名目繁多的祭器无疑是其中的亮点。

祭器是相对养器、饮食之器而言的，因常用于辅助行礼，本

身也蕴含了许多特殊含义 [3]。在设计祭器陈列之初，参考了

如山东曲阜孔庙、上海嘉定孔庙等国内著名孔庙，并得出了

陈列所用的祭器除了在形状与数量上合乎法度以外，还要追

求实用性，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得知，在

古代由于工艺限制，祭器往往由竹、木、陶、瓷、锡、金制成，

在这些材料中竹、木类最易腐朽，而陶、瓷等土类祭器最易

损坏，后世往往不用，目前祭器的材料多用范铜代之。在祭

器的种类上，此陈列着重参考了孔庙中的代表曲阜孔庙，将

祭器细分为：尊、爵、俎、毛血盘、胙盘、登、笾、豆、簋、

硎等十数种，并将其分别陈列于孔子及四配像前的供桌之上，

让观众在走进大殿时就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

除了祭器陈列之外，乐器陈列也是此陈设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乐器又被统称为“八音”，即用金、石、丝、竹、革、木、

匏、土这八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奏乐之器，此次陈列的八音乐

器为：金质乐器为编钟，石制乐器为编磬，丝制乐器为琴瑟，

竹质乐器为箫、笛等，革制乐器为晋鼓、建鼓、应鼓、搏鼓，

木质乐器为柷与敔，匏质乐器为笙、竽，土质乐器为埙。这

组八音乐器，不仅是单纯的陈列品，还是真正可以演奏音律

的乐器，其中还有着全国孔庙中最大的一套编钟、编磬，在

设计八音乐器如何摆放时为了突出这一套编钟、编磬，特地

将它们分别放置于孔子画像的左右两边并设计屏风作为背景，

在视觉上让观众在欣赏《大成乐》的同时还能够清楚看清每

个演奏者的姿态。

在祭孔活动中佾舞表演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这种舞蹈同

我们日常所欣赏的舞蹈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

佾舞的主题是祭祀，必须通过舞蹈表演突显出人们对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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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之情，是以在舞蹈动作中加入了许多的跪拜姿势，并且

其舞蹈动作都是从乐章歌词中衍生出来的，最终构成一套容

纳 96 字歌词内涵的祭祀类舞蹈。对这类平时不多见的舞蹈，

观众往往只能通过现场观摩佾舞表演或者观看祭孔视频才能

了解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优美舞蹈。在此次陈列中为了满足

观众们的好奇之心，在设计中特地翻阅古籍查询了明、清两

代的祭孔佾舞图，并且用磨漆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将佾舞舞谱

图陈列于东、西两方的四配像背后，让观众能够更加直接地

了解祭孔舞蹈中的受、辞、让、谦、拜等舞蹈姿势以及举、衡、落、

开等舞具动势，并希望观众通过欣赏佾舞舞谱图了解到以中、

和、祗、庸、孝、友这“六德”为基础的儒家舞蹈语言。

二、陈列设计亮点

大成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瑰宝之一，其自身就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艺术精华。溯源大成殿的原始功能可知，

其建立之初并未考虑到用于现代陈列，大成殿作为祭祀孔子

的场所在设计建造时必须符合当时的设计创意以及使用功能。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成殿也开始兼用作为艺术展陈的

场所，这样，在从事大成殿内部陈列设计时就会遇到以下两

个难题 [4]：1、大成殿本身特有的建筑风格同现代展示场馆有

着较大的区别，在设计陈列时必须打破常规思路，充分挖掘

殿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元素；2、大成殿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更

是一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陈列过程中必须将其突显。针

对以上出现的两大难题，在设计大成殿陈列时，就通过以下

三方面工作将陈列与大殿本身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一）边际空间的“填白”处理

在对古建筑进行陈列设计时，由于古建筑本身高、阔的

建筑特征，无法被现代陈列充分使用 [5]。在正常的古建筑中，

我们往往会看到大量的边际留白空间，这种边际空间的存在

不仅浪费了室内的空间，更会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产生陈列

与建筑本身格格不入的感觉。这种情况的出现也逐渐成为制

约古建筑陈列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大成殿视觉设计时，主旨是寻求展品和空间、人和空

间的融入感，减少边际空间，暗化四周，衬托大成殿中央的

华美、典雅，使碑刻、框架、墙壁和谐对比，而不显得黑白

分明。针对这一难题，在陈列设计中借鉴了永乐宫三清殿、

西藏扎什伦布寺、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等大殿类建

筑的内部陈设，结合苏州文庙大成殿本事的内部结构情况，

对裸露在外的白墙均代以华丽典雅的春秋纹饰壁画。具体而

言，采用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出现的典型蟠虺纹、云纹 [6] 对白

墙表面进行呼应性装饰陈列，出于视觉审美效果的考虑，在

设计时对图案进行简化、抽象化处理，让观众对这些图案不

形成视觉焦点，在图案色泽的选择上，为了突显大殿整体庄

严肃穆的感觉，采用了墨绿色底色搭配深灰色线条的做法，

这也让大成殿内的陈列物品能够在丰富深厚的视觉艺术背景

中进行展出。

（二）充分挖掘大殿内部空间

在古建筑的陈列设计中，一些装饰性的小场景是设计不

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借助小场景的设计不仅可以充分挖掘出

古建筑内部的空间，还能使这些小场景成为能够“盘活”陈

列显示陈列个性的最适宜选择。

在本文前述大成殿简介时可知，大成殿内部空间有着高、

阔两大特点，因此在大成殿中堂设计时特地在“圣集大成”“斯

文在兹”这两方匾额下分别增添两条悬垂旗用以消解大殿上

层空间的空荡感觉，在悬垂旗的颜色选择上采用了符合大成

殿整体配色的红黄相间的颜色组合方式。为了让悬挂在上方

的旗帜与地面有所呼应，在两边悬垂旗下方分别设计了两面

印有“至诚至圣”“道洽大同”的屏风并辅以鳞纹、蟠虺纹

作为背景，在屏风颜色的选择上使用了现代陈列中常使用的

灰色格调。这两面屏风不但可以作为大成殿中堂的隔断，丰

富大整体陈列的层次感，还能作为编钟、编磬演奏仪式的背景，

编钟编磬在灰色格调屏风的映称下更能突显演奏仪式的庄重

效果。

图 4   悬垂旗及屏风（设计图）

因为苏州文庙目前属于博物馆系统，大成殿作为博物馆

内部的重要展厅除了能够进行常规的孔子文化展陈以外，还

需要增加临展厅的功能，能够随时举办与孔子、儒学相关的

展览，增加对市民的吸引力。为此在设计大成殿陈列时充分

运用了碑墙前方的闲置空间，设计了可方便安装、拆卸的移

动组合框架，该框架为全实木构造，其造型为典型的中式格

栅，经过组合安排在不影响“孔子文化石刻”陈列的前提下，

能够有效地开展临时展览，并且在展览廊道的设计上采用悬图 3   填白图案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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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悬垂如意旗幡的方式消除观众对大成殿上层空间的空荡感。

图 5   展览廊道（设计图）

（三）“承”“拓”结合营造统一氛围

此次大成殿陈列设计有着其他古建筑陈列设计所没有的

困难，那就是设计本身并不是从“零”开始创作，而是陈列

更新提升，即必须在“继承”部分大成殿原有设计理念的基

础上，“拓展”出新的设计发展思路。

对原有大成殿陈列我们主要保留了：“孔子文化石刻”

陈列、原有大成殿内部御制匾额以及清雍正帝御书楹联、苏

州著名画家周矩敏绘制的巨幅孔子像磨漆画，除此以外还有

一部分辅助性陈列。 

“孔子文化石刻”的陈列方式，已经在上文中有所表述；

对大成殿内已经陈旧的御制匾额、楹联，并没有采用目前的

包金工艺进行处理，而是选择了原有设计中对匾额、楹联的

处理方式——贴金工艺，在修复匾额、楹联上的文字、雕花

的基础上，手工操作将厚度约为 0.12 微米的金箔纸贴于其表

面，从而增加大成殿整体华美的感觉。

在处理大成殿中堂内的孔子磨漆画像时，特地邀请了画

作原作者前来，并在其指导下对磨漆画破损处进行了修补，

对画面整体进行作新处理，与此同时，在设计孔子磨漆画像

装饰边框时，摒弃了原有陈列设计中采用的“柔软”边条，

代之以层次分明的刚性边条，它与两边的圆柱将产生刚柔对

比的节奏。

除此以外，在设计大成殿中堂中用于放置祭器、乐器的

供桌时，也放弃了原有设计中供桌尺寸完全相同的呆板格局，

而是创新性地营造出从“方供桌”到“长供桌”到孔子像的

逐层递进式节奏，让地面和孔子像之间形成一个“过渡性的

台阶”丰富大成殿中央空间的视觉效果，并且同两边陈列的

编钟、编磬的渐变节奏遥相呼应。

三、总结

大成殿作为文庙的正殿，也是文庙的核心建筑，是文庙

中奉祀孔子神位的主殿，有着自身的环境特色，如何将大成

殿原有的环境特色与现有的内部陈列和谐统一是陈列设计的

重中之重。因此在设计大成殿陈列之初就将其主题定为“孔

子文化陈列”，并细分为“物”“人”“场”三个部分，由

于这三部分主题是相同的，大成殿的空间将会被营造成一个

统一又不失多样的整体化视觉形象，把零碎的展示主题和观

众人员牢牢地组织在这一环境中，既能彰显孔子文化的博大

精深、大成殿的庄重典雅又不唐突。

除此以外，由于大成殿陈列设计的特殊性，此次的陈列

方案也充分体现了“承”“拓”二字，承既是保留大殿内原

有的美丽的装饰物品，比如，大殿中堂内的巨幅孔子像、精

致的编钟编磬等，新增的装饰物品在色彩、风格上均与原有

饰物存异求同，保持协调；拓即是拓展，将大成殿的陈列进

行更新提升，并加入新意，比如，大殿内碑刻的重新陈列、

供桌的摆放方式、悬垂旗以及屏风等设计，都是在统一于大

成殿整体氛围的前提下，加入了创新性的多样化元素。

大成殿孔子文化陈列其主题与所处的古建筑环境氛围保

持了良好的协调性，也使原本令人赏心悦目的大成殿成为更

有文化底蕴和亲和力的文化艺术展示平台，努力实现了古代

建筑艺术与现代陈列艺术的互通。

参考文献：

[1] 宋尧 . 明清时期江南文庙室内装饰艺术研究 [D]. 安徽工程大学，

2014. 

[2] 黄丹彤 . 南宁孔庙的文化价值与开发利用研究 [D]. 广西大学，

2012. 

[3] 董喜宁 . 孔庙祭祀研究 [D]. 湖南大学，2011. 

[4] 邢照华 . 古建筑复原陈列的内容要素组合与展线布局探析 [J]. 东

南文化，2011，01：79-82. 

[5] 邢照华 . 浅析古建筑中以空间处理为中心的陈列艺术 [J]. 东南文

化，2009，02：90-94. 

[6] 吴伟华 . 春秋时期黄河流域青铜器纹饰研究 [D]. 山东大学，2007.

作者简介：纪迪（1987.5—），男，汉族，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

苏州碑刻博物馆副馆长、中级馆员，研究方向为博物馆策展，社会

教育活动研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图 6   大成殿中堂陈列（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