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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回望手写时代·中国现代文学
馆馆藏80年代手稿展”前段时间在
北京举办，同时启动了手稿在全国一
些城市的巡展，第一站是广州。展览
上展出了巴金、汪曾祺、莫言等知名
作家的手稿，它们大多来自《人民文
学》《中国作家》等杂志的存稿。几天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发布会，推
出张炜《古船》的手稿本，让热爱文学
的人了解 30 年前张炜是怎么写作
的，他在这部书稿里付出多少心血。

在手稿时代，作家的作品不管
长短，都是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
写出来的，作家在写作时的内心状
态、情感投入全在手稿中。手稿的
展览和出版，对于组织者和出版者
来说，一方面要发现手稿中的个人
信息，另一方面要展示中国文学在
书写方式上的演进，回顾手稿时代
文学的辉煌，从而认识和把握文
脉。而对于文学研究者，意义也很
大。他们通过研究这些原始文献，
能澄清研究中的一些疑点。我作为
普通读者，是想在手稿中感受作家
心的跳动，发现他们的内在纠结，触
摸他们的灵魂煎熬，梳理他们的心
路历程，探寻文学精品生成的奥秘。
在中国的小说中，我读的遍数最多
的是《白鹿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之交，陈忠实独自住在乡下，用笔
一字字地讲述白鹿原的故事。1992
年腊月二十五的下午，他写完40万
字的最后一个字，然后在灞河大堤
上狂走，点燃野草，宣泄情绪。当在
媒体上看到这一情景的描述时，我
特别想看《白鹿原》的手稿，想在字
里行间还原陈忠实的状态，想寻找
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黑
娃这些让我惊叹不已的人物是怎么
创造出来的。《白鹿原》是一部以血
为墨而写成的小说，所以它才能让

人不停地说起，不停地回味。我羡
慕当年最先读到《白鹿原》手稿的
人，他们没有任何铺垫，直接面对一
个伟大作家的灵魂，会有发现的惊
奇。我期待《白鹿原》手稿本的出
版，我想象着，一页一页地翻看，手
写的汉字是活的，有血肉有灵魂，那
种阅读别致而心醉。

看到手稿展览和出版的信息
时，我正在读王敬慧翻译的《库切
传》。1965年，25岁的库切来到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读博士，
博士论文写的是贝克特。他喜欢贝
克特，特别是贝克特的小说《瓦特》
给他以启示：小说“没有冲突，没有
矛盾斗争，仅是一个流动的声音在
讲述一个故事，声音一再因怀疑和
顾虑而突然中断”。小说指出了库
切写作时“希望遵循的方向”。幸运
的是，在奥斯汀分校的图书馆里他
见到了《瓦特》的手稿。手稿包括最
初的手写大纲、作者亲笔修改的打
字稿和最后的校对稿。手写稿写在
一些练习册上，有草图和数字，真实
地记录着《瓦特》的构思和写作过
程。库切一连数周研究手稿，他的
体会是：“看到一本书怎么从不可能
的开始发展出来，真是令人振奋：开
始的出师不利，需要划掉的陈词滥
调，没有灵魂的煎熬。”后来读到《贝
克特传记》时，一向温和的库切愤怒
了，因为书中说贝克特写《瓦特》时
糊涂了，不值得一提。仔细研究过
手稿的库切，知道这部修改了八年
的小说所包含的价值。

在手稿消失的时代谈论手稿，
不是恋旧和无奈，而是探讨文学写
作和用手书写的奥义。手写汉字的
感觉，融入文本，成为内容，它无形，
却又鲜活地存在着的。阅读手稿
时，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

触摸灵魂的煎熬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名单日前公布。我省入选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地区
有：鞍山海城市、本溪市桓仁满族自
治县、锦州北镇市、阜新市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于寺镇、盘锦市大洼区西
安镇、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街道。
这些地区的代表性艺术项目有“海
城高跷秧歌”“桓仁传统木画”“国

画”“诗词”“高跷秧歌”“剪纸”。
2018 年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根 据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
管理办法》组织开展了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
命名工作。据了解，我省将充分发
挥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
6 个地区的资源优势，推动文旅融
合，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激发群
众的创新能力。

我省6地入选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为了
让孩子们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解元宵节的来历，2月17日，辽宁省
图书馆少儿天地举办读者活动，千
余名小读者和家长共同猜灯谜、做
元宵，感受传统元宵民俗。

上午10时，元宵灯谜会率先开
场，300 个精巧灯谜悬挂大厅等待
着小读者猜出答案，大朋友小朋友
齐上阵，一起开动脑筋寻找答案。
常来省图书馆的家长王悦菊称赞

道：“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可以让
孩子了解传统民俗，收获新的知
识。”下午，伴着元宵节的故事，小
读者又动手做起了“元宵”。大家绘
制青花瓷样式纸碗，捏出带馅儿的、
带花儿的彩泥元宵，再配上可爱的
勺子、系上精美的中国结，一碗“元
宵”就这样出现在孩子手中。小读
者范加可开心地展示着自己的作
品，跟妈妈说“这个特别好玩，我学
会了做‘元宵’！”

小读者猜灯谜做“元宵”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琴演奏
家朱默涵日前做客辽图讲坛，她以

《古琴艺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
产》为题，边讲边弹奏，百余名读者
到场听讲座。

朱默涵师从中国著名川派古琴
家顾梅羹，现任沈阳音乐学院古琴
专业教授。古琴，又称瑶琴、玉琴、
丝桐、七弦琴，是中国的传统乐器。

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
远。我国现存琴曲3360多首，琴谱
130多部，琴歌300首。中国古琴艺
术于 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讲座中，朱默涵向大家讲解了
古琴的常识，系统介绍了古琴文
化。朱默涵在讲解一段内容之后，
便弹奏乐曲进行示范。当天，她弹
奏了《梅花三弄》等乐曲。

古琴文化讲座在沈举行

文化学者谈民俗

元宵节带有全民狂欢娱乐色彩
本报记者 高 爽

每 年 农 历
正月十五的元
宵节，是中国春
节年俗中最后

一个重要节令。老百姓常
说“闹元宵”，一个“闹”字，
充分体现了元宵节热烈喜
庆的节日气氛。南方有耍
龙灯、耍狮子，北方有踩高
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
平鼓，元宵节的传统民间
庆祝活动各地虽有不同，
但都离不开吃元宵、观灯、
猜灯谜这几项主要内容。

记者邀请到两位文化
学者，谈谈元宵、观灯和猜
灯谜这三项主要节庆活动
的来源和文化内涵。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
夕或灯节，这些称谓哪一个是最早
的？正月十五吃元宵，先有元宵还是
先有元宵节？记者曾经进行过一次
民间调查，发现很多人对这些问题并
不了解。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醒的回
答是：元宵是今天我们过元宵节的专
属食品，但可不要以为因此才把正月
十五称为元宵节的，元宵节一开始的
节日食品也并不是元宵。

郭醒介绍，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古代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就
是正月十五称之为“上元节”，又因为
古人称“夜”为“宵”，所以上元节的晚
上简称“元宵”，也叫“元宵节”。古人
在元宵节这天吃什么呢？据《四民月

令》《续齐谐录》等书记载，魏晋时期
人们会煮一种添加了油脂的“膏粥”，
用来祭祀蚕神，祈祷蚕桑丰收。到了
唐代，又出现了吃“面茧”的习俗，面茧
本质上就是一种带馅的馒头，但从名
称可知其形状模仿蚕茧，可见其内在
精神还是延续了丰收之意。当时的人
们还会在面茧的馅中放入写着官品的
纸签或木片，或选取名人警句中可以
占卜前途的吉祥词句，以占卜将来官
位的高低。

到了宋代，元宵或是汤圆才成为
元宵节食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吕
原明《岁时杂记》记载，北宋汴京上元
节流行两种食物，一种是“焦 追”，流
行最广，其大者称为“柏头焦 追”。所
谓“焦 追”，就是油炸的“ 追子”，用面

粉包裹馅料制成，类似于现在的麻
团，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太平广
记》中对“ 追子”的制作方法有详细的
记载。北宋时卖 追必鸣鼓，谓之“ 追
鼓”。另一种是“圆子”，即煮糯米丸，
这种糯米丸是实心的，要配合用糖煮
成的汤汁来吃。从蚕茧形状到后来
的球形，食品中的寓意也从祈祷丰收
扩展到了团圆美满。

郭醒说，今天的元宵就是在“ 追
子”和“圆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各地叫法不同，也有叫成“汤圆”“汤
团”“团子”“圆子”的，叫“元宵”是在
强调它的节日食品属性。从馅料上
看，比起古代更为丰富多彩，不论是
肉馅、糖馅还是五仁馅，总有一款适
合你。

宋代起才开始吃元宵

猜谜是一种很独特的中国文
化。最开始的谜语是写在灯笼上的
吗？猜灯谜的习俗又是始于何时呢？

郭醒介绍，谜语在古代被称之为
“廋词隐语”，也就是隐晦的、不显豁
的语言。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偶
尔会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不便直截
了当表达思想，而要通过拐弯抹角、
迂回曲折的语言来暗示另一层内容，
这就有了“谜语”的萌芽。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
雕龙》中有“谐隐篇”，专门讨论谜语
问题，作者刘勰给谜语下的定义是：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刘勰
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谜语的雏

形就已经出现，“楚庄齐威，性好隐
语”，楚庄王和齐威王都是谜语的爱
好者。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
威王刚即位的时候，整天吃喝玩乐不
理朝政，大臣淳于髡感到忧虑，于是
问齐威王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
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
也？”齐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
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两
人都采取“隐语”的方式进行交流。

到了汉魏之交，谜语正式成型。
中学课本中有一篇选自《三国演义》
的课文《杨修之死》，其中的一个情节
就是以一个谜语的故事为背景而展
开的：东汉末年的文学家邯郸淳写过

一篇相当出色的《曹娥碑》。著名学
者蔡邕曾特地去看这个碑，在碑的背
面题了八个大字：“黄绢幼妇外孙齑
臼”。当时谁也不明白这八个字是什
么意思。这个谜底首先是杨修揭开
的，他说：“黄绢，色丝也，这是一个

‘绝’字；幼妇，少女也，这是一个‘妙’
字；外孙，女之子也，这是个‘好’字；
齑臼，受辛之器也，这是一个‘辤’

（辞）字。所以这八个字的意思是‘绝
妙好辞’。”

但猜谜与元宵节又是如何产生
联系的呢？郭醒说，在文献中并未找
到依据，只能猜测是把谜语写在花灯
上，更能增加观灯的趣味性吧？

谜语的起源与元宵节没太大关系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太平
公主初遇意中人薛绍的一幕就发生
在上元节灯市上。这一情节虽然是
虚构的，但是所描绘的唐代都城长
安热闹的元宵之夜却是符合文献记
载的。

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同样记载了
很多发生在元宵节的爱情故事，比如
最有名的两首宋词：辛弃疾的《青玉
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
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欧阳修（也有人说
作者为女词人朱淑真）的《生查子·元
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
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
春衫袖。”

元宵节为什么会与爱情发生关
系呢？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焯认为，元宵节是春节的一部分。从
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
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
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春节是家庭、
家族之间的活动，内容以祭祀、守岁、
团聚和交流为主，而元宵节活动则扩
展到了公共区域。古代社会里，妇女
的社交圈是很狭窄的，只有到了元宵
节这一天，才有机会出门赏灯游玩，
也才有机会与陌生人相识，遇到意中
人。也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元宵
节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这种说法
虽然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
元宵节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公共娱乐
活动却是肯定的，也可以说，它更像
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

而除了与陌生人结识以外，灯会
作为元宵节最重要的载体，还有更丰

富的文化内涵。“灯”，谐音为丁，寓意
着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各地都会在
元宵节这一天开展跟“灯”有关的公
众娱乐活动，一直传承到今天。2008
年，元宵节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现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
保护。我省也有很多非遗项目与元
宵节有关，比如正月十五的海城高跷
节，朝阳建昌灯会有“撒灯”、扭秧歌
等习俗，都很有特色。

王焯说，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从传统的“熟
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但元
宵节却证明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有
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的，颇具现代色彩，
它是中国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体
现，也是中国人追求幸福快乐、渴望和
谐人际关系的体现。挖掘元宵节的文
化内涵，传承元宵节的传统，很有现实
意义。

元宵赏灯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
《文心雕龙》书封。

《太平广记》书封。

2月17日，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策划承办的“灯庆团圆·喜乐
元宵”活动落幕，60个非遗项目、240

多名传承人和演职人员参加活动。作
为“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系列
活动的收官之作，本次活动充分挖掘

节日文化内涵，精心策划了“传统技
艺展示”“元宵节俗体验”“互动即兴
展演”“非遗公开课”“非遗综艺晚会”
五大主题活动。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灯庆团圆·喜乐元宵”活动

60项非遗集中展演营造喜庆氛围
本报记者 王臻青

非遗展演现场座无虚席

2 月 17 日下午，来自盖州皮影剧
团的非遗传承人林世敏领衔表演了

《龟与鹤》《狼来了》等 4 部皮影戏作
品。演出开始前，文馨苑小剧场坐满
了观众，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空地
上，20 多位小朋友席地而坐，期待观
赏独具风格的皮影戏。盖州皮影戏又
称辽南皮影，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
艺术形式，是中国皮影艺术体系中的
一个主要支脉，在创作上采用地方口
语化，念白多为乡音俚语，唱词格式风
格独特。盖州皮影戏有着独特的词
牌，音乐唱腔主要分为影调、外调、杂
牌三种，深受我省观众喜爱。

演出结束后，非遗传承人走下舞
台，请小朋友们近距离欣赏皮影，很多
小朋友争相学习操纵影人，气氛热烈。
有家长表示，希望孩子有机会专门学习
皮影艺术。据了解，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通过在传统节日举办大型系列非遗
展演展示活动，已经培养了大批观众对
于非遗传承保护的兴趣。

“非遗公开课”持续升温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参与学习非遗
的需求，2月 16日、17日，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特别举办了“非遗公开课”，
邀请辽西木偶戏、满族剪纸、丹东面
塑、烙画艺术、沈阳“面人汤”等非遗项
目的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担任
主讲老师，以面对面演示、手把手教授
的形式，现场传授非遗项目的制作技
艺。孩子和家长可以在省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一同学习与创作，共度一段难
忘的节日时光，携手体验非遗文化的
独特魅力。

2 月 17 日，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三楼传习室，记者看到家长与孩子
兴致勃勃地跟非遗传承人学习剪纸、
面塑等非遗制作技艺。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相比 2 月 16 日，17 日前来
参加“非遗公开课”的孩子和家长又
多了一倍。家长张女士表示：“之前
并不了解我们辽宁有这么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次通过非遗传承人的
口传面授，孩子爱上非遗文化。感谢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造机会让孩
子身临其境地体验传统文化，这种润

物细无声的熏陶，一定会让孩子终身
受益。”

“非遗综艺晚会”总也看不够

“非遗综艺晚会”是本次非遗展示
传承活动的重头戏。这场晚会选调了
我省优秀表演类非遗项目参演，京剧、
评剧、辽西木偶戏、东北二人转、阜新
东蒙短调民歌、抚顺地秧歌等项目的
国家级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
艺，精彩纷呈。晚会分为 3 个篇章：

《元夜欢歌》《梨园春色》《梦圆今朝》。
2 月 17 日晚，在文馨苑小剧场古香古
色的舞台上，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春天
来了》拉开了非遗晚会的序幕。该节
目由贺一晗、韩梅共同演出，能够在节
日期间赴省城参加这场别具意义的晚
会，他们非常开心。观众吴先生表示，
他是“非遗综艺晚会”的忠实观众。只
要文馨苑有非遗演出，他都会赶来观
看。当晚这场演出，他最喜欢的节目
是戏曲串烧《正月十五闹花灯》。他认
为这个节目不仅反映了元宵节的主
题，更体现了我省少年儿童传承非遗
的成果。

多样的年俗体验、多元的非遗展
示、多彩的非遗展演，陪伴辽沈百姓度
过了愉快的周末。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锦
州文化演艺集团（锦州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锦州评剧团于 2 月 14
日在天津武清影剧院演出经典评
剧《朱痕记》。当晚，剧场里座无
虚席。该剧是锦州评剧团保留剧
目之一，由倪佳鑫、安晓光、王梅

联袂主演，共有 30 多位演员参加
了演出。

据了解，锦州评剧团已连续两
年受邀赴天津演出，每次赴津，该
团均会派出强大的演出阵容，演绎
大型传统评剧，演出深受天津观众
喜爱。

锦州评剧团《朱痕记》在天津上演

非遗传承人展示糖人制作技艺。 王金龙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月
20 日、21 日，辽宁歌舞团原创的大
型舞蹈诗《月颂》，将在辽宁大剧院
再度上演。

《月颂》以“颂月”为主题，融
合舞蹈、器乐、声乐、杂技等多种艺
术形式，2018 年 11 月在沈阳首演
后获得广泛赞誉。该作品由黄伟
英编剧，郑兵作曲，马玉丽担任总

导演。
在元宵节到来之际，《月颂》以

节俗文化为背景，精彩演绎团圆主
题。该作品依托高科技舞台技术，
对中国古典“月”文化所蕴含的画、
境、情、意、韵，进行艺术思考后加以
淋漓尽致地诠释。观众将在大型舞
蹈诗《月颂》的古典韵味中，共同品
味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辽歌舞蹈诗《月颂》再度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