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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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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芝加哥电 9月 17日起，8部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上演歌剧的录制作品，陆续通过美国芝加哥古典音乐广播
电台向全美众多城市和地区的听众播放。

8部歌剧作品均由中国国家大剧院与中外指挥家、歌
唱家联合完成。17日首期播放的是《采珠人》，此后还将陆
续播出《水仙女》《风流寡妇》《罗密欧与朱丽叶》《唐·帕斯
夸莱》《法斯塔夫》《爱之甘醇》和《夏日彩虹》。

中国国家大剧院副院长宫吉成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
说，此次合作一方面将深化中美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
作、促进双方在舞台表演艺术上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能够
将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让全球共享高质量的艺术精品。

芝加哥古典音乐广播电台台长乔治·普雷斯顿表示，
非常荣幸能与中国国家大剧院合作，将优秀的歌剧作品呈
现给美国听众。

据介绍，中国国家大剧院与芝加哥古典音乐广播电台
的合作始于 2021年，双方合作制作了 13期中国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演奏节目，目前已有 20多家美国主流广播电台
转播了这一系列节目。

塞北江南旧有名
张 嵩

250 余件作品亮相清华艺博
探索“未来派的宇宙”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二十） 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作品
在美国广播电台播放

新华社太原9月18日电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
考古成果称，发现山西碧村遗址外城门具有明显防御性
质，认为这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应为黄河畔一座关口
城市。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蔚
汾河与黄河交汇处，面积约 75万平方米，时代主要为龙山
晚期，距今 4200年至 3800年，其中最兴盛时期距今 4000年
左右。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进
行了考古发掘，2015年至 2018年，对碧村遗址核心区域小
玉梁地点石砌建筑群进行整体揭露；2020年至 2022年，主
要发掘了外城门。

此考古项目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
所长张光辉介绍，该遗址是一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石城
聚落。碧村先民借助遗址南、北、西三面环河临沟的天险，
在遗址中部、东部各修筑一道城墙及城门，控制通道。

其中，小玉梁地点为遗址中心台城，是一个四周砌筑
护墙的高台，分布着一批以大型连间房址为核心的石砌建
筑群。石门墕地点为遗址内城墙及城门，城墙圪垛地点是
遗址外城墙及城门。

外城门由三个大型墩台围合成“品”字形，中心设置小
型墩台，两侧衔接障墙。入口设在南北两侧，南侧已废弃
封堵；自北侧入口经过两道瓮城可抵达城内。

张光辉认为，外城门形制规整，结构严密，具有明显的
防御性质，是认识中国史前及先秦城门布局的重要案例。
碧村遗址占据控扼黄河与蔚汾河关口的突出战略位置，其
沿外城墙、内城墙、中心台城逐步下降到入黄河口处的线
性布局，以及层层设卡、背靠黄河面向东方的城门系统，强
烈指向其可能会发挥着黄河关口作用。

9月16日，演员在胶济铁路博物馆内表演。
当日，沉浸式研学剧《老舍的胶济双城记》在济南胶济

铁路博物馆上演，剧情创作和演出全部由胶济铁路博物馆
工作人员完成。该剧通过实景演出、多媒体展示等形式，
还原老舍先生在济南和青岛的生活状态与创作历程，展现
了百年胶济铁路的风雨沧桑。演出场所胶济铁路博物馆
就是原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 新华社发

山西碧村遗址发现
距今约4000年的防御体系

新华社石家庄电 记者从河北省临漳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了解到，邺城北齐大庄严寺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基本完
工，当地采取原状展示与地面标识相结合的方式，对佛寺
遗址的塔基、大殿和廊庑等进行展示，使沉睡地下千年的
佛寺风貌得以重现。

北齐大庄严寺遗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城
遗址东南。据邺城考古队专家沈丽华介绍，大庄严寺是北
齐皇家寺院，作为邺城重要地标性建筑，其考古发现对于
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和邺城南郊宗教、
礼制建筑群的分布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北齐大庄严寺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邺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重要组成部分，于 2020年开始施工，历时两年基本
完工。建设内容不仅包括地下遗存标识，用模拟方式展示
塔基、大殿、廊庑等遗存，还包括辅助管理服务设施等。

“通过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可以确认，该寺院以佛塔
为中心，中轴线上分布多座大型殿堂式建筑，丰富了对于
北朝晚期寺院平面布局的认识。”邺城考古队专家何利群
表示。

河北重现北齐皇家寺院
大庄严寺风貌

胶济铁路博物馆
推出“沉浸式研学剧”

提起塞北江南，人们就会想起唐代
诗人韦蟾的诗《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
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
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诗人韦

蟾的朋友卢潘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即
将前往灵武就任，韦蟾满怀深情写下了
一首送别诗，表达了对友人的惜别之
意，同时诗人也流露出对灵武所处之地
的向往之情和赞美。这首诗就是《送卢
潘尚书之灵武》。其中的开篇之句“贺
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早已
成为宁夏的一张亮丽名片。韦蟾是陕
西人，大部分时间在长安为官，并没有
到过塞上，但他作为官员是熟知当时塞
上情形的，可见在唐代甚至再往前，塞
上神奇景胜、美如江南的赞誉就已经名
闻天下。自秦代蒙恬戍边屯垦，移民开

发肇始，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移民迁
来宁夏平原（包括灵武一带），他们

修渠筑坝，开垦土地，引种水
稻，兴牧养殖，利用黄河水自

流灌溉，最终使这里由

塞外大漠戈壁、荒蛮广野之地而成为拥
有众多湖泊，湿地连片；民风教化、好
学崇礼；景色优异、胜若江南的美好地
方。塞上江南，不用说一定是非常美好
的，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能称得上如此
美誉的只有少数的几个地方，诸如东北
平原、新疆的绿洲、雅鲁藏布江谷地
等，如此美名，自不待言。韦蟾的诗作
描写了塞上黄河平原美丽富饶的景致，
道出了灵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也赞颂了卢潘出色的将帅才能。当然，
卢潘从一介书生成为镇守一方的军事
统帅，必定有着过人的本领。史书记
载，他为官清廉，最终死于灵武任所，
也算是为唐王朝鞠躬尽瘁了。站在历
史的大背景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韦蟾的这首诗为后来宁夏的知名度、美
誉度的提升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韦蟾是晚唐的一位诗人，《全唐
诗》存有他的诗十首。他是最早以诗的
形式赞美灵武一带是“塞北江南”的诗
人，其后历代诗人以塞北江南来称誉宁
夏平原的诗作也不在少数，但以韦蟾的
这首诗最为著名。宋代著名诗人范成
大有一首词《菩萨蛮·湘东驿》，其中有

“江南如塞北”的句子，反过来作比喻，
倒是与众不同。“塞北江南”的称誉最
早出自《太平御览》引隋代郎茂所著
《图经》一书，郎茂在书中说：周宣政二
年（应为周宣政元年，578年）破陈将吴
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查阅资料，宣政
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宣政元年六
月宇文邕去世，其子宇文赟即位，是为
宣帝，仍然沿用宣政年号。这年三月北
周大将王轨大破陈将吴明彻，俘虏其部
三万余人，后被安置在灵州。郎茂在书
中接着写道：“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
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陈地
在江南一带，被北周俘虏的陈将吴明彻
部属三万余众被安置在了塞上灵州之
地，也就把江南的风俗民情带到了这
里，塞上的风光与江南的民俗相融合，
故而才有“塞北江南”之谓，这可能是
最初的意思，后来才被广义化了。古人
以北为上，也称“塞上江南”。在韦蟾
的诗中，灵武不仅有着“塞北江南”的
美誉，而且也是果园之城，五胡十六国
时，匈奴人赫连勃勃曾在这里建立果园
城，正是因为灵武一带得益于黄河水的
灌溉，栽植了大量果木，久已成林，而

被誉为果园之城。《水经注》卷三记载：
“（黄）河水又北，（迳）薄骨律镇（西），
（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
林，仍列洲上。”此后随着移民的增多，
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不断传入，到了隋唐
时期今宁夏北部黄河河东灌区农业也
得到了空前发展，富庶一方，地理位置
优越的灵武自然成为当时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重镇，朔方节度使治所，名
声显赫一时。

是历代移民用勤劳的双手开发了
塞上这方田园沃土。

是黄河母亲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
塞上这片鱼米之乡。

面朝大川，黄河冲击的宽阔平原
令人心驰神往，而波澜壮阔的历代移民
创造的屯垦奇迹更是让人久久地回望、
凝思。如今，塞上江南依旧美如画卷，
视野所及之处，阡陌纵横，树木成行，
碧水犹如镜面，稻谷一望无际，鸟群自
由飞翔，完全是一派“水木万家朱户
暗”的景象。感叹之余，仿佛真有
一种人在塞上，仿佛身已在江
南的美好感觉。

9月 15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旅厅、紫荆文化集团主办，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等承办的“时代标程 美在湾区——
中国艺术名家精品展”在广州画院美
术馆开展，集中展出了近现代 52位艺
术家的 66件书画作品。

据介绍，本次展览包括了齐白石
晚年创作的《世世太平》、徐悲鸿最富
代表性的《奔马》、潘天寿的扛鼎之作
《小龙湫下一角》以及沈尹默、林散之、
启功、丰子恺等书法名家的作品。作
为新中国文化外交的见证者、参与者，

不少展品都曾随国家文化交流活动到
世界各地展出。

记者了解到，作为第二届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对 20 世纪中国画艺术大师作品
进行了梳理，与岭南文化，尤其是“岭
南画派”形成历史对话，以激发大湾
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大湾区融合发展
的新时代背景下，创作一批反映湾
区、反映时代、反映中华民族复兴征
程的作品。

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8日。
（据光明网）

齐白石、徐悲鸿等52位大师作品
亮相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

展览由“征服天空”“未来主义宣
言”“能源”“领域渗透：艺术与工业+
几何纹织物”“意大利鸡尾酒与食品”

“运动中的身体”“排版革命”“安东尼
奥·圣埃利亚”“布鲁诺·穆纳里”“安
东·朱利奥·布拉加利亚”“维吉里奥·
马奇”“建成环境”12 个主题单元组
成，探索未来主义创作的丰富本质，以
及未来主义者如何重新创造未来主义
的多元宇宙。

本次展览汇集了翁贝特·波丘尼、

贾科莫·巴拉、福图纳托·德佩罗、安东
尼奥·圣埃利亚、路易吉·鲁索洛、塔亚
特、布鲁诺·穆纳里、维吉里奥·马奇等
代表人物的作品。

据介绍，未来主义是 20 世纪首
个前卫运动。 1909 年 2 月 20 日，法
兰克意大利语诗人菲利波·托马索·
马里内蒂于巴黎《费加罗报》头版发
表宣言，并以意大利米兰为中心，在
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和建筑
设计等各个当代文化领域进行深刻

变革。
“我对这个展览情有独钟。”中国

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副馆长、展览策展人苏丹告诉记者，过
去在学习艺术史、建筑史时，对未来主
义的描述常常是一笔带过，其实未来
主义渗透非常广泛，影响了后来的很
多流派。

“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基本上在
同一个时代，这两个前卫的艺术流派
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
两者各有千秋，立体主义主要处理透
视、空间等西方艺术中一些传统问题，
未来主义着眼于艺术与社会之间的一
种联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岸
瑛认为，未来派对后来的很多现代设
计产生了影响。产生这样一种工业机
器美学并进入到现代设计中，未来主
义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本次展览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继 2016年“对话达·芬奇/第四届艺术
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和 2021 年“设计
乌托邦 1880-1980：百年设计史/比亚
杰蒂-科尼格收藏”后举办的第三个意
大利文化艺术主题展览。

（据环球网）

日前，“未来派的
宇宙：意大利马西莫和
索尼娅·奇鲁利基金会
收藏”特展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开幕，集中
呈现了未来主义蓬勃
发 展 的 历 史 时 期
（1909-1939 年）艺术家
创作的 250 余件作品，
包括绘画、雕塑、平面
设计、摄影、拼贴画、
素描、书籍和工业设计
等。展览将持续至12月
4日。

新华社布达佩斯电 匈牙利中国
文学读者俱乐部首期活动日前在该国
首都布达佩斯举行，超过 60名中匈翻
译家、中国文学作品爱好者和匈牙利
民众参与。

匈牙利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匈
牙利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发起者宗博
莉·克拉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组织
读者俱乐部活动旨在拉近匈牙利读者
与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距离，为

中国文学在匈牙利的译介和传播提供
良好氛围和环境。

中国作家余华通过视频向现场观
众致以问候，祝愿活动越办越成功。
余华说，他已有 5本书在匈牙利出版，
他的最新小说《文城》很快也将以匈牙
利文出版。

活动现场，嘉宾们通过对余华作
品的讨论，与读者们分享了他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和社会进步的

认识。
本次活动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特

别支持。作为活动联合主办方代
表，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业务主
管张超然向所有为中匈文化交流作
出卓越贡献的作家和翻译家致以感
谢和敬意，同时表达了中国文化中
心期望借助俱乐部平台分享优秀作
品、加强文学对话、增进文化认同的
愿望。

匈牙利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举行首期活动

齐白石《世世太平》。 徐悲鸿《奔马》。

在喜迎二十大之际，一套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石榴籽’绘本丛
书”日前正式出版并向全国发行。

丛书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策划编绘，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丛书共 12册，每册完
整讲述一个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丛书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选取了胡服骑
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
盟、瓦氏夫人抗倭、锡伯族万里戍边、土
尔扈特万里东归、半条被子、彝海结盟、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骑
着毛驴上北京等 12则故事进行创作。

为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阅读习惯，
丛书还增加了有声电子书二维码，通过
扫描书中二维码即可聆听绘本故事。
整套绘本文字改编尊重史实，叙事清
楚、记述准确、素材取舍得当；画面生动
活泼，人物形象有趣可爱，是孩子们喜
欢的主题出版读本。

丛书力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增进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将
爱我中华的种子根植少年儿童的心灵
深处。 （据《光明日报》）

“奴在哟园子里边就掐蒜的个薹，从
墙外撂过个戒指来，这事个好奇怪，手扳
上园子墙，你就往外边地瞧，瞧见张家的
二秀才……”

在塞上古城陕西榆林，茶余饭后，漫
步在古城步行街或是四合院内，偶尔会听
到一曲赏心悦目的丝弦之声，这就是具有
江南丝竹韵味的榆林小曲。

榆林小曲流传于民间已久，雅俗共
赏，一方面保持着江南传统特征，一方面又
吸收了陕北当地的民歌小调，如此便形成
了南北一体的新艺术品种。2006年，榆林
小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榆林小曲研究会有 50多人，我
们通过开展榆林小曲进校园，让孩子们了
解、热爱榆林小曲。现在陕西省榆林市榆
阳区为榆林小曲提供了传习所，希望爱好
者来我们的传习所交流学习，在发展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
传承人代表王青说。

榆林小曲作为陕西榆林的一张珍贵的
历史文化名片，凭借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
文化魅力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榆林小曲雅俗共赏、陶冶情操，极大
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有关部门和
相关人士的努力下，榆林小曲这个民族文
化瑰宝、南北文化融合的典范必将火起来，
并且凭借它的独特魅力走出去，向世界展
现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据三秦网）

“‘石榴籽’绘本丛书”
出版发行

传承榆林小曲
守护非遗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