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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薛正昌所著的《黄河文明在宁夏》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内容涉及政权建制、历代移民、引黄灌溉、文化遗产、湿地生态等
诸多领域，将历史变迁与文化发展融合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里，为宁夏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了历史与文化资源信
息，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黄河文明与宁夏发展历史提供了多重路径和不同视角。

【人物介绍】
薛正昌，宁夏固原人，曾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宁夏社会科学》《西夏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区域历史
地理文化研究，发表 300 余篇文史类学术文章，出版过《董福祥
传》《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宁夏历史文化地理》《隐形将军韩
练成》《根脉与记忆：宁夏历史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在宁夏》

《红寺堡移民史》《固原古城》等著作 10 余部，享受国务院和自
治区政府特殊津贴。

坚守文化根脉 讲好黄河故事

谈起《黄河文明在宁夏》的写作初
衷，薛正昌说：“黄河孕育了宁夏平原引
黄灌溉农业文明，也诞生了宁夏平原黄
河沿线的城市群。近些年，在国家和自
治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里，都明确提出
了建设宁夏沿黄经济区的国家指向。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便有了一些思考，
琢磨从宁夏历史文化的层面做些梳理
和研究，包括一些理论层面的研究，希
望能为沿黄经济区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和文化支撑。”

2012年，薛正昌以“宁夏平原沿黄
经济区与黄河文化带研究”为题申报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于当年立项。近 10
年间，他对宁夏黄河灌溉农业文明、宁
夏平原移民开发史、沿黄城市的兴废等
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课题立项后，除
了认真翻阅典籍文献尤其是明清地方
志书外，薛正昌对重要的文化遗迹也做
过多次实地考察研究，尤其是宁夏平原
古灌渠。

在书中《黄河农业文明》一章，
薛正昌谈到了黄河对宁夏水利、农业
的影响。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黄河农业文明

的杰出代表。”薛正昌举例说，宁夏平原
引黄灌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自秦汉
移民开发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
由于历代疆域地域空间所决定，除元
代、清代等朝代外，历代防御重点多在
北方，宁夏又处在北方一个特殊的地理
空间，既要防边又要屯垦发展灌区农
业。在 2000 多年引黄灌溉的过程中，
除受战乱与畜牧的交替影响外，宁夏平
原的屯田与水利一直在创新性地向前
推进。

作 为 我 国 特 大 型 古 老 灌 区 之
一，2017 年 10 月 10 日，在墨西哥城
召 开 的 世 界 灌 排 委 员 会 执 行 大 会
上，宁夏引黄古灌区古代水利工程
确认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并
授牌，宁夏古灌区进入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一次次回望过去，更能够看到时代
的进步。

薛正昌认为，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历
史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农业文明
与宁夏黄河文明的发展进程，为研究沿
黄经济区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

黄河文明在宁夏焕发光彩

九曲黄河，不仅给宁夏留下了千里沃野，还留下了丰富而
独特的文化遗产。

“宁夏的黄河文明有其独特性，黄河文化是主干文化，是宁
夏的根与魂。”薛正昌说。历史上，宁夏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
台，各族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具有
民族特点的文化。

黄河岸边的水洞沟遗址，是黄河哺育人类活动在宁夏肇始
的见证。4万年前的水洞沟，古人类在这里生产生活，写下了这
片土地上人类文明的第一步。历史的笔迹，被厚厚的黄土层埋
藏，直到 1920年被比利时传教士肖特发现。这一发现，揭开了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宁夏的古长城。宁夏被誉为“长城
博物馆”，自古为我国北部边防前线和边塞要地，有“关中屏障，
河陇咽喉”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战国时期，到秦、汉、
隋、金、明等几个朝代，都曾在宁夏规模不等地修筑过长城，在
面积仅 6万多平方公里的宁夏土地上，历代修筑的长城总长度
达 1500多公里。

远古历史文化遗存、长城遗址、石窟艺术等文化遗存，更有
山花儿、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宁夏地域独具特色的
精神文化，世代相传。在《黄河文明在宁夏》一书中，这些你都
能纵览一二。

滔滔黄河水，文脉留古今。宁夏的文明史，与黄河文明密
切关联。依靠黄河做大文章，仍是当代人的使命所在。保护、
传承、弘扬好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展示黄河文明，让多元
纷呈、交相辉映、和谐共融的黄河文化在塞上绽放光彩。

黄河文化是宁夏珍藏

薛正昌：

本报记者 吴 倩

跨越时空“云端”对话，听中国故事、学中华文化、结
深厚友谊……日前，由中国侨联主办、地方各级侨联承办
的 2022“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营开营。每月举办 1
期，每期 10天，通过网上营，6至 18周岁的海外华裔青少
年可以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活动中，他们可以学
汉语、认汉字、听故事，也可以学写字、讲故事、写故事。

“地方特色营”还能带领小朋友们“云端”游中国。
网上营已连续举办两年。线上公益性活动有助于广

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感知中华文化，加深对祖
（籍）国的情感。去年，来自 42个国家和地区的 3.9万名营
员参加了活动，不少营员觉得活动内容和形式都很有吸
引力，参加之后，不仅自己的汉语更熟练了，对祖（籍）国
的了解也更加全面和深入。

贴心服务海外侨胞，给予海外华文教育事业支持和帮
助。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相信各方丰富多彩的“云端”活
动，一定能持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影响力，让海外华
裔青少年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据《人民日报》）

“云端”游中国 畅享中华文化

据媒体报道，从 2020年暑假起，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
部馆员韩超、史星宇把清朝文人、美食评论家袁枚的《随
园食单》“翻译”成了一道道活色生香的菜肴，吸引了不少
读者“追更”。

虽然袁枚对美食的研究广为人知，但公众对他的了
解，大多停留在古籍的文字层面上。通过活灵活现的复
原，我们不仅能够亲眼看到古人的日常餐饮，亲口感受穿
越时间的味道，还能深刻地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
族，中国的软实力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以
古籍经典为载体的思想观念。通过对古籍的研究和阅
读，传统文化得以代代流传。

不过，我们对传统的重视和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
在文字上。事实上，传统文化还有很多超出平面维度的物
质载体，包括饮食、音乐、衣冠、建筑等。对传统文化的传
播和弘扬越是生活化，越是能达到可亲可感的效果。如何
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让古籍里蕴藏的灿烂文化在日常生
活中得到延续，正是当下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重要课题。

从根本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
值并不只在于专供学者研究，更在于供大众阅读学习，使
大众获得精神滋养。严肃认真的古籍考订、补缀、研究当
然是国家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要任务，但无论是何种古
籍，其本质意义必然还是在于阐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达到使其在公众中普及的目的。

换言之，古籍的内容再精深、再博大，如果不能直达
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会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找到传统
文化与公众之间的“融合点”，找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
化之魂”，让文化精神进入生活空间，才能最终形成精神
共鸣。 （据《光明日报》）

让古籍里的文化走进生活

日前，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开启百姓日“宋韵文化
节”，在古镇老街举办包括琴艺表演、茶艺表演、书画展
示、插花花艺、投壶等传统文化展示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拥有 1800 多年历史，素有浙西
名镇的美称。近年来，寿昌镇积极推动古镇百姓生活品
质全面提升，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级生态镇、
浙江省 5A 级景区镇、浙江省首批现代商贸特色镇等多项
荣誉。 新华社发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
的综合阅读率为 81.6%，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3.30本，“听书”“视
频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书提供更多选择。

书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人
们通过阅读获取人类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
阅读是浸润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它能够提升个人精神高度，扩展生命格局，突
破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个体生命独特的精神气
质，外在表现出良好的行为规范，内在拥有坚
定的价值观念。

数字阅读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阅读场景与内容的无限性。数字时代，无
论身在何处，电子书和手机等电子设备均可以
成为“移动的图书馆”，无限量的书籍触手可
及，满足了人们碎片化、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阅读场景也更加不受限制，随之丰富起来。

阅读方式与感官的多样化。眼睛不再是
唯一的阅读感官，以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为
代表的音频平台让听书走进千家万户，“耳朵
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读书“姿态”，
不仅解放了人的双手、双眼，而且优质的声音
和表达，也有助于听众对内容的认知。

智能化沉浸式阅读正在逐步实现。元宇
宙概念、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阅读体验变得更加立体，使得人机互动性更
强、沉浸感更足，虚拟现实相结合的场景阅读
成为可能。书本内容可以在虚拟现实中展现：
书中的人物动起来，演绎精彩故事情节；书中
的植物、动物、建筑惟妙惟肖，阅读变成了身临
其境的非凡体验。在未来，读者甚至可以参与
到书中故事的创作，在虚拟现实里体验各个角
色，或创造属于自己的新身份，获得沉浸式的
阅读体验。

尽管数字阅读带来的注意力碎片化、内
容娱乐化等问题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担忧，但
无论读书、听书、视频看书，重要的是摄取知
识和信息后的思考与消化，并沉淀为人生的
养分。或许，我们无需拘泥于阅读的方式，而
是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让阅读温润生活，滋
养心灵。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今年“五一”假期，甘肃省
敦煌市阳关博物馆展出我国复
原的首个“唐朝明光铠”，尽显中
国古代工匠独特设计和传统甲
胄文化的魅力。

“明光铠”是中国古代的一
种铠甲，相传是南北朝至唐时期
流行的胸前有两片板状护胸的
铠甲。由于我国古代禁止私藏
甲胄，所以现在国内存世的完整
铠甲极少，前人也并没有留下详
细的文字记载。

据介绍，此次由“唐宋甲胄
复原先行者”温陈华带领的制作团队，以 1200多年前的民
族英雄—敦煌人张议潮的铠甲为“明光铠”复原的原型，
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多次到绘有《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的敦煌莫高窟 156窟考察、考证。

后结合唐代河西地区唐、吐蕃、回鹘等众多工匠的甲
片锻打工艺，最终用现代机械锤纹工艺打造出了由 1300
多枚甲片组成、总重量近 25公斤的“明光铠”。

在展出“明光铠”的同时，现场还播放“明光铠”复原
纪录片，通过数字技术，重现张议潮这位民族英雄形象。

（据中国新闻网）

首个复原“唐朝明光铠”亮相敦煌：

融古今众多工艺合力打造

近日，云南首部红色题材沉浸式行进互动演艺《百年之
旅》在昆明市博物馆展演，该剧目打破传统红色题材剧目呈
现模式，将“密室逃脱”的沉浸式场景置入展演当中，再现建
团百年历史。

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共青团云南省委联合云南文投
集团打造庆祝建团百年文艺精品项目《百年之旅》。此剧目
已获选团中央全团文化产品重点项目，通过沉浸式体验再现
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建团百年历程。

云南文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永树理表示，《百年之旅》演艺
项目是开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全新的“实景利用+场景
再现”艺术形式，鼓舞感召云南省广大团员青年满怀信心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百年之旅》项目导演、云南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市场
拓展部主管段皓楠表示，该项目以当代青年人喜爱的互
动演艺为切入点，融入当下时髦的“剧本线索”、“密室逃
脱”玩法，运用“时光隧道”、“名单传递”等舞美及线索设
计，在充分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大胆对叙事结构进行尝
试和创新，生动勾勒出百年历程中各时期中国青年的主
流群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剧目从创作到展演皆由青年团
队完成，除了专业演员外还招募了 14 名志愿者参演，增

强演艺的沉浸式互动感。志愿者李方元表示，
他在参演过程中重温党史、团史，对五四运动等
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闻一多和云南革命伉俪李国
柱、吴澄等革命先烈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也“亲身”再经历了独龙族整族脱贫、COP15 大会
在昆明召开、中老铁路建成通车等发生在云岭
大地上的大事件。

当天，一批又一批游客走进博物馆沉浸式观
看演出。“我毕业于云南大学，剧目中闻一多先生
《最后一次演讲》的演绎勾起我的校园回忆，联想
到‘至公闻吼’之景，备受感动。”现场观众杨茜告
诉记者，希望有更多新颖而深入人心的剧目涌现
出来，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据中国新闻网）

当“密室逃脱”场景进入博物馆
沉浸式剧目再现建团百年历史

《百年之旅》演出现场。

◀《百年之旅》演出现场。

数字时代 让阅读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