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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又见大唐”书
画文物展引发观展
热潮，辽宁的历史、
文化和国宝级文物

让国内外观众赞叹不已。有
不少观众和讲解者把“又见大
唐”书画文物展与前段时间引
起热议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
辰》联系起来，为观展增加了
不少趣味性。

在文物研究者眼中，《长
安十二时辰》中所出现的器
物、场景都值得品味。沈阳故
宫博物院原院长、丝路文化学
者武斌完整地看完了这部电
视剧，也详尽地观看了“又见
大唐”书画文物展，他认为，唐
朝文物和《长安十二时辰》结
合起来，故事就更加精彩了。

年末爆款网剧《庆余年》引发
了不少争议，很值得一聊。今天想
说的只是剧中一个让我心动的情
节。

这部剧的内容如果用一句话来
概括，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未来
后所经历的传奇故事。在新的文明
当中，这个叫作范闲的穿越者凭借
着前生的文学记忆，默写出了《红
楼》，抄录下了杜甫的古今七律第一

《登高》，成了大文豪、大诗人。最高
潮部分是宫廷夜宴斗诗这一场，范
闲醉酒赋诗（其实是背诗）百余首，
震惊四座，成就了“诗仙”之名。

这是一个颇有想象力的构思，
当一袭白衣、飘飘欲仙的主人公吟
诵出那些中华文化中最经典的诗词
名篇时，那种震撼无以复加：黄河之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醉里挑灯看剑，梦回
吹角连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
愿为连理枝。莫愁前路无知己，天
下谁人不识君。墙角树枝梅，凌寒
独自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
点通。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佳
句如排山倒海般袭来，我泪湿眼眶。

当然了，作为一个幻想类的作
品，这样的设定有很多经不起推敲
的漏洞。比如，一个新的文明如何
能够继承与我们今天的文明相同的
价值观？比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吟诵出诗圣暮年“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沧桑之感，怎么
能让人信服？在原著小说中，做了
很多自圆其说的补救，但并不足够。

可在观剧的瞬间，所有理性的
判断都不重要了，范闲靠“诗才”在
未来世界能不能拔得头筹又有什么
关系呢？一起吟诵那些千百年来征
服过无数中国人的诗句，令人口角
噙香，这样的梦境何其美好！

更让我感慨的一点还在于，范
闲所背之诗一点都不生僻，肯定跑
不出今天中小学生必背的古诗词篇
目。如果他能因此成为诗仙，岂不
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诗仙、诗圣
了？这样的想法看似荒唐，但别有
意味。我们在这些经典诗赋文章的
阅读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穿
越”、一遍又一遍的重生，心态随着
那些风格多变的诗歌跌宕起伏，既
年轻又沧桑，既沉郁又奔放的我们
不正因此充满诗意？

每一种人生况味都可以在经典
篇章中找到最准确的描述，这有时
也令我有点小惆怅，要想在浩繁的
历史文化的缝隙里找到一点点发挥
的余地，做出些独出机杼的创造，实
在是太难了，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出
唐诗宋词了。转念一想又觉得喜
悦，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与千年的
积累相比，作为个体的我该有多渺
小，但渺小如我辈却又是幸运的，文
化血脉的延续让我们少了很多人生
苦短的遗憾，如苏轼《前赤壁赋》所
云：“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
穷。”“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
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
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诗仙”的想象
高 爽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还有
朝阳博物馆馆藏的唐釉陶昆仑俑、
唐釉陶胡人俑，陕西博物馆馆藏的
唐彩绘陶胡人男立俑，辽宁省博物
馆馆藏的唐绿釉波斯胡瓶等，这些
展品藏有大量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服饰和人物信息。

唐朝的“胡”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指外来的人和货物；狭义上
多指西方人或物，特别是波斯、大
食、罗马等。

《长安十二时辰》开篇，张小敬
被李必派人救出，他立即在长安街
头小吃摊叫上一大碗水盆羊肉，吃
得观众口水直流。武斌告诉记者，
水盆羊肉在唐代存在的可能性不

大。根据邱庞同《中国菜肴史》考
证，大唐时羊肉以蒸、炙为主流做
法，如“浑羊殁忽”这道菜，“置鹅于
羊中，缝合，炙之。”但剧中的胡饼
是真实存在而且是主流食品。据
黄正建《唐代的衣食住行》中记载，
鉴真东渡日本时准备的海粮中有

“干胡饼两车”。 白居易的《寄胡

饼与杨万州》一诗中也有：“ 胡麻
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那么胡饼到底是什么呢？武斌
认为它是和芝麻烧饼类似的面食，
个头更大一些。根据敦煌地区保存
下来的唐朝寺院收支文书记载，当
时，敦煌地区的僧人和工匠都吃胡
饼，每个饼个头很大。

胡椒胡饼：文化饮食的融合

前不久，刘国壮带着他的“流动
民俗博物馆”走进了沈阳市南京一校
长白岛一分校四年三班。以“传承民
俗文化，博物馆进校园”为主题，他用
100 多个老物件，为孩子们做了一场
精彩的民俗文化讲解与展示。

刘国壮今年44岁，是沈阳热电厂
燃料分厂的一名工人。他从小在农
村生活，家里的老物件曾在他年少的
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长大后，他当
了 3年兵；20年前他从部队退伍来到
工厂上班，虽然离开了故土，但家乡
情结不曾改变。工作之余，他常回农
村老家看看，而每次看到老物件都情
有所动，特别是姥姥过世后留下的老
物件激发他走上收藏的道路。

见刘国壮收藏老物件，很多人不

认同，认为这是在“捡破烂儿”，费时
费力还费钱。刘国壮反复做家人的
工作，慢慢地，终于得到家人的理
解。他经常下乡，到村镇大集“淘
宝”，甚至深入吉林、山西、山东等地
寻觅心仪之物。去年，刘国壮的父亲
特地在地下一层租了一间仅8平方米
的仓房，设置展示架，给刘国壮做“老
物件展览室”。“过去的生活正在消
失，老物件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沉淀
下来。老爸觉得很有意义，把它作为
生日礼物送给我，想用这种方式，支
持我做出个样子来。”刘国壮说。

在这个狭窄的展览室里，一层层
铁架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老物件，
不仅有民国时期的大烟枪、蜡台、烛
台，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课

本、纺车、相机、捣蒜缸子，就连前些
年还在使用的 BP 机、手机万能充电
器、诺基亚移动手机等这里都有。至
今，他收藏的老物件超过500件。

课堂上，刘国壮拿起一枚假手榴
弹告诉孩子们，这是过去使用的一件
练习投掷、锻炼臂力的器材。“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
卫祖国！”这是那个年代学生在操场锻
炼时喊得最多的口号。他又拿出古人
所用的量米的升与斗，讲解道：“10升
等于一斗，一斗合今天的 30斤，10斗
等于一石，过去买米都用这个。买完，
商家用尺子将米面刮平，还抓一把米
弄个尖儿，给顾客点儿优惠，相当于今
天的买一赠一，故称‘无尖不商’，本是
赞语，到现在反成了‘无奸不商’。由

‘尖’至‘奸’，一字之差，意思便完全弄
反了。”油灯、绣花毯子、热水瓶，他拿
起一个个老物件，在一猜一问一答中
让孩子们了解与老物件相伴的年月，
学习了解民俗文化。

刘国壮告诉记者，他收藏老物件
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以此弘扬传统
文化，“我觉得，老物件就是最直观的
传统民俗文化，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从2017年3月开始，他带
着自己的老物件走进社区、学校、部
队、书店、图书馆、敬老院、博物馆、厂
矿等做了110多场展览活动。他为青
少年讲解老物件，从幼儿园、小学、中
学一直讲到大学，目前已有 8所沈阳
市内大学请他讲过课，他的“流动民
俗博物馆”累计参观者已达4万人。

刘国壮和他的“流动民俗博物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22日，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
团队“守初心，辽宁文保十年路”纪
念大会在沈阳市大东区文化馆举
行。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室主任李
建华作了一场题目为《沈阳历史建筑
概况及保护》的讲座，用培训文保志
愿者的方式来纪念这支团队的10岁
生日。

历时10年，这支志愿者团队已
由最初的 9 人发展到近千人，上自
古稀老人，下至小学生，涵盖社会各
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士。当天，
来自省内各界的100余位志愿者参
加会议。大会在李建华《沈阳历史
建筑概况及保护》的讲座中拉开序

幕，讲座内容主要是介绍沈阳的地
上建筑现状及保护情况，向文保志
愿者普及相关知识和技能。记者在
现场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是
大中小学生文保志愿者的代表。沈
阳大学文保志愿者团队李宜轩同学
告诉记者，该校的文保志愿者团队
结合专业特点，大学生们的文保活
动主要有户外考察和室内文保讲坛
两种形式，向着专业化、主题化发
展，考察、书写、宣讲是文保活动中
所坚持的最核心的三个环节。他们
希望通过不懈努力，让更多的人不
断增强文保意识，将辽宁的老建筑、
文物遗迹保护好，把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好。

文保志愿者举办《沈阳历史建筑
概况及保护》讲座

结合《长安十二时辰》看“又见大唐”展

文物活起来 故事更精彩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大唐盛世，皇家出行均有仪仗
护卫保障安全。壁画《阙楼仪仗图》
描绘的便是唐朝懿德太子李重润出
行的场景。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长
子，19岁时被武则天杀害。

此画是陕西博物馆馆藏600余
幅唐朝壁画中最具皇家气势的一
组。这幅用高科技手段复制出来的
画，高4米、宽8米，是本次展览规格
最大的展品，观众一进入展厅就被
其宏大的气势吸引住。《阙楼仪仗
图》中有“三出阙”楼，一座母阙、两
座子阙，三军仪仗，步兵、骑兵和车
马队，共有 196 人仰首以待。也正
是这幅大型唐代壁画，让当代人一
览“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

旒”的盛况。
央视《国家宝藏》节目展现《阙

楼仪仗图》时，演员郭涛和刘洋饰演
了太子仪仗队的两个步兵：一个是
长安本地通老兵李涛，一个是粟特
人安伦。安伦的梦想就是绘制出

“长安城旅游攻略手册”，他们在太
子出朝仪仗队伍集合前的两个时辰
里，碰到了外宾车队，欣赏了酒肆中
跳着胡旋舞的胡姬，还抽空游览了
熙熙攘攘的西市。而这个最热闹的
西市就是《长安十二时辰》故事的开
始，开场白：“汝等无论来自何方何
国，只需一次勘验入市，此后十二时
辰内，皆可于坊间自由来往。”

长安在唐朝时极为繁华和热

闹，长安城最能承载车辆往来的朱
雀大街有 200 米宽，两边是东市和
西市居民区，剧中给长安城带来最
大危机的西市，便是国际贸易的集
散地。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丝
路文化学者武斌根据文献统计过长
安城外国人口的数量，约有十余万。

武斌认为，大量来唐的胡人带
来的艺术形式和美食，对长安人的
流行时尚影响非常大，他们的存在
也为大唐诗人增添不少艺术创作的
灵感和素材，如李白和王维经常去
胡人开办的酒馆，诗歌中多次提到

“胡姬”，其很多诗歌被留在闹市酒
馆的“诗板”上，成为酒馆招徕客人
的风景。

《阙楼仪仗图》：皇家仪仗经过的熙攘集市

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最后
一套文物中，有东罗马金币、首饰和
戒指。这3件文物于1992年在朝阳
市一座唐墓中出土。然而令观众忽
视的一点是，金戒指在唐朝属罕见
之物，它与婚姻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缺少墓志一类的文字性史料，
至今，考古工作者没有破解出这 3
件文物的主人是谁。

而在《长安十二时辰》留下的悬
念中，“幕后黑手”徐宾的金主到底

是谁，他手中的萨珊金币从何而来，
也成了剧中最大的悬念，这与文物
展品的背后故事暗合。戒指在唐朝
称为指环，史籍记载很少，也只出现
在笔记小说中，且多有神秘学色彩，
如晚唐谷神子《博异志》记录杨知春
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
环，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
相识，自相砍杀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 1997
年 8 年间公布出土的 127 座唐代墓

葬中，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
墓，有指环者只有3座墓。

武斌说，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国
外金币、银币时间跨度很大，从汉
朝、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墓葬
都有发现，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这些出土的金币不作为货币使用，作
为礼品、藏品的可能性更大。

唐朝时，朝阳称为营州，是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城市。考古工作者在
朝阳市区已发现 200 多处唐朝墓

葬，出土了少量的金币和大量的唐
俑，其中胡人俑生动地再现了奔波
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形象。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策展
人、总策划人、著名文化学者刘传铭
表示，目前文艺界用不同的艺术方
式关注唐朝，是一个好的现象。但
他认为“让文物说话”是特别重要的
做法，正如本次展览，可以把观众带
回到那个历史语境中反复体会。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金币、金指环：是当时的收藏品

壁画《阙楼仪仗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19日至20日，辽宁省作家协会第
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沈阳
举行。会上，宣读了省作协工作报
告和《关于变更和增补辽宁省作家
协会十届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为第
十届辽宁文学奖、第十一届辽宁优
秀儿童文学奖获奖者颁奖。

2019 年辽宁文学工作实现了
由高原向高峰的新突破，特别是在长
篇小说创作、年轻作家队伍的培养和
发展及文学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上，文学在新领域、新阵地的
发展和建设上收获巨大、亮点频现。

以长篇小说为例，《寻找张展》入围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战国红》获
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唇典》获红楼梦奖首奖，

《王的背影》获百花文学奖，还有一批
即将问世的作品，包括《十月的土地》

《锦西卫》等值得期待。
在辽宁文学奖获奖者中，被誉

为“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宇、郑
执的 3 部作品同获特别奖，其余 20
部作品分别获得中篇小说奖、短篇
小说奖、散文奖、报告文学奖、诗歌
奖。5部作品获第十一届辽宁优秀
儿童文学奖。

第十届辽宁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辽宁省
图书馆特别推出了“同心协力 共
创繁荣——澳门回归纪念展”。

展览包括42块展板，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展现了澳门的人文历史与
独特景观。透过主题多元的明信片
和方寸大小的邮票图片，观众可以
鉴赏到澳门瑰丽多姿的邮品，看到

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优美的
海滨胜景。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
的“变与不变”贯穿始终，澳门民众
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日
益增强，同样也引发全国人民对澳
门人文历史的关注和对中华文明
的自豪，以及对澳门未来发展的信
心。

展览将于12月31日结束。

省图书馆举办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展

唐彩绘骑骆驼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