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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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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束 蓉）日前，记者获悉，按照文化和旅
游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及开展文化和旅游资源
普查的要求，我区组织开展了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一期）
工作。

经多轮专家评审、各市县（区）征求意见后，进行多次
修改、完善，形成“8+1”成果体系，包括宁夏文化和旅游资
源分类标准报告、普查技术规程、普查支撑系统及相关培
训材料、普查质量控制报告、文旅资源及相关数据库、资源
分析与评价报告、地图集、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指南和普
查成果平台等成果。

这一普查成果为宁夏重点打造贺兰公园、大漠星空、
科创宁东、闽宁新貌等升级版的“宁夏二十一景”提供资源
单体到创新升级的有效转换，助推 2023年游客人数和旅
游收入分别增长 20％以上。

据悉，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精细化文旅数据支持，为市县
和文旅相关产业规划提供基础支撑，实现宁夏文旅融合深
度发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新时期文旅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

自治区文旅厅将尽快启动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二
期”项目，主要建设宁夏文化和旅游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对

“一期”成果进行集成、管理和应用。宁夏文化和旅游资源
普查着力将美景如珍珠项链一样串联起来，推动“提点连
线结网”，助力全域旅游创建，加快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
让宁夏的美食美酒美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宁夏“二十一景”
实 现 创 新 升 级兔年“说文解字”：

依据甲骨文来看，孟德宏认为，“兔”基
本就是“兔子”的象形。《说文解字》如此解释

“兔”，“兽名，像踞，后其尾形”。
孟德宏说，兔子的生命力很强，很早就

被先民们当作瑞兽加以看待。他解释，在民
俗传统中，先民们大多都有“生殖崇拜”，期
待多子多孙、人丁兴旺。

据《瑞应图》载，“赤兔大瑞，白兔中
瑞”。古时人们发现白兔以后，大多会敬献
给朝廷，以显示国富民强。

此外，《三国演义》中吕布的坐骑就叫
“赤兔马”。孟德宏觉得，以“赤兔”命名骏
马，很可能和兔子跑得快这个特点有关。

兔子善于奔跑，所以也有“静如处子动
如脱兔”一说。汉字“逸”即从兔会意，表示
的就是像兔子一样飞快地奔跑，这种奔跑
的姿势优美、飘逸，能引起人们很好的审美
体验。

所以，人们常常说的“卯兔”，本身其实
代表着黎明、春天、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有哪些文化内涵？
2023 年是农历兔年。按照生肖纪年的说法，十二生肖包括鼠、牛、

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流传至今。
十二生肖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在先秦时期已有相关记载。北京中

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孟德宏表示，兔子的生命力极强，我们的
先民很早就将兔子当做瑞兽加以看待，《瑞应图》中记载，“赤兔大瑞，
白兔中瑞”。

孟德宏介绍，结合十二地支，人们常常说的“卯兔”，本身其实代表
着黎明、春天、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关于十二生肖或者说“属
相”的起源，有着不同说法。有
观点认为，生肖文化起源于图
腾文化；也有观点认为，十二生
肖起源于动物崇拜。

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也
常常能听到“卯兔”的叫法。
孟德宏认为，“卯”是十二地支
之一。用“卯”来与“兔”相对
应，说明古人认为二者之间存
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

“卯”的甲骨文字形，很像
是门被打开的样子，例如《说文
解字》认为“卯”“象开门之形”，
并指出“二月为天门”。在此基
础上，清代文学训诂学家、经学
家段玉裁解释为“卯为春门，万
物已出”。

同时，《说文解字》也将
“卯”音训为“冒也。二月万物
冒地而出”。段玉裁引用《律历
志》进一步阐发说，“卯之为言
茂也。言万物茂也”。

“综合起来看，‘卯’的甲骨
文字型传递的就是开门纳福的
寓意，万物从冬季的沉睡中复
苏。”孟德宏说。

对中国人来说，包括兔子在内的十二
生肖不只是简单的动物形象，更是刻在记
忆深处的文化符号。

孟德宏说，《礼记》中对“兔”这个字有
相关记载。此外，宋朝名臣陆佃云：“兔，吐
也。明月之精，视月而生。故曰明视。”所
以人们很早之前就把月亮和兔子联系在一
起了。“而且大家常说花好月圆，春节、中秋
等都是我们特别重视的节日，最盼望的就
是团圆，兔子就成为月亮乃至团圆的一个
代名词。”他说。

正所谓“玉兔呈祥”，在各式剪纸窗花、
绘画作品中，经常会有兔子的身影出现，寄

托着人们的美好心愿，也彰显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甲骨文中的‘兔’字就是象形
字，很好地抓住了兔子外形最突出
的特点。这就是咱们先民们造
字时很了不起的地方，生动
传神地传递出语义信
息。”孟德宏由衷地感
叹道。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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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是人们眼中的瑞兽

玉兔呈祥与花好月圆

在古都安阳感受
“体验式”文化消费热

1 月 28 日 ，小 朋 友 在 哈 尔 滨 中 央 大 街 的“ 冰 屋 ”
前 留 影 。

时下正值“冰城”哈尔滨市的冰雪旅游旺季，在百年老
街中央大街上，一处用冰块搭建而成的“冰屋”成为众多游
客参观体验和拍照留影的“打卡地”。 新华社发

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3年春节档（除夕至正月
初六）电影票房为 67.58亿元，同比增长 11.89%；观影人次
为 1.29亿，同比增长 13.16%。春节档上映的 6部影片累计
票房分别为《满江红》26.06亿元，《流浪地球 2》21.64亿元，
《熊出没·伴我“熊芯”》7.48亿元，《无名》4.93亿元，《深海》
3.59亿元，《交换人生》2.9亿元。截至 2023年 1月 27日，全
年总票房为 79.15亿元，同比增长 209.88%。

2023年春节档电影供给充分、结构均衡，较好地满足
了观众的观影需求。春节假期，电影市场观影及讨论氛围
热烈，观众的分享传播为市场增温，优秀影片的口碑效应
凸显。档期内，票房走势保持稳健，初一至初五日票房连
破 10亿元，形成了近年来春节档单日票房最平稳曲线。

2023年春节档电影既有契合合家欢观影需求的喜剧、
动画类型，也涵盖了悬疑、科幻、谍战、历史等题材元素，主
题积极、类型多元、专业特征凸显，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发挥强信心、聚人心的积极作用，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
制作水准不断进步的展示，有效烘托了节日氛围，折射涌
动的消费活力。 （据《人民日报》）

春节档电影票房超67亿元

从福建武夷山市区向南出发，在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路
上驱车约 40公里，就来到了位于兴田镇城村的汉城遗址。

春节前夕，在城村汉城遗址西城墙外侧，考古人员正
对这里的杉树下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在四五米深的壕沟
底部，考古项目负责人、福建博物院副院长、福建闽越王城
博物馆馆长楼建龙正小心翼翼地对沟内的一片炭化竹编
遗迹进行取样。“这是不久前刚刚挖掘出来的一件文物，我
们准备进行测年鉴定。”楼建龙说。沾满污泥的野外工作
服、已经看不清颜色的运动鞋，这身装束，让这位考古专家
看上去像一位田野劳作的村民，脸上的表情更像是丰收后
的喜悦。

汉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建境内考古
发现的唯一有城墙环绕的大型城市遗址，代表了闽越文明
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遗
址作为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入列《世界遗产名录》，2022年 12月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城村汉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成功获批
是一个新的起点。”楼建龙说。

考古现场周围，堆积着大量黄褐色黏土和粗砂，这些
都是楼建龙和考古人员一点点用小铲子挖出来的。“整个
发掘面积 530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清理扫尾工作。”从年
头到年尾，每天和考古人员“挖土不止”的楼建龙像是在叙
述一件日常事。这些年来，对考古的热爱与执着，已经融
进他的骨子里，让他成为一名“文化国宝”的守护人。

楼建龙说，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后，城村汉城遗
址将被打造成一个集考古、研究、展览、研学、休闲为一体
的考古遗址公园，以推动考古研究、遗址保护的成果转化
与传播。同时，通过数字化等手段提高遗址公园吸引力，
发挥好遗址公园的科普功能，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活起来”，让更多人懂得它的价值。（据《光明日报》）

“文化国宝”守护人

在广西藤县和平镇白沙村 400多年的古树下，
村里的老老小小聚在一起祈福迎春。舞狮人早早
来到这里，威严的狮桩阵一字摆开，好奇的村民昂
头望向桩顶，想象着这将会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舞狮
表演。

礼炮响、锣鼓鸣，一只只采青狮欢腾跳跃、辗转
腾挪，时而威风凛凛，时而撒欢讨喜，引得围观的小
朋友纷纷伸出小手触摸狮头的绒毛。

几个欢天喜地的互动节目过后，压台戏登场。
由两位舞狮人扮演的雄狮纵身一跃，跳上高耸的狮
桩阵。这组高桩由 21个桩柱组成，桩面直径为 38厘
米，桩柱高在 1.2米到 2.5米之间，两桩之间最大跨度
为 1.8米。

狮头狮尾两人默契配合、行云流水，在高桩上表
演着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金狮倒挂”“绝壁采灵芝”

“探峰攀崖”“独桩挟腰转体 450°绝技”……惊险刺激
而又出神入化的表演，引得观众连连拍手叫绝：“原
来高桩上还可以这样舞狮！”

这是来自藤县禤洲龙狮团的表演。团长苏德威
说，舞狮有着驱邪避害、吉

祥纳福的寓意，春节
前夕，狮团接到了海
南、江苏、广东等地的

邀请，现在团队
大部分成员都在
外演出。

禤 洲 舞 狮
为 何 如 此 受 欢
迎？时间回拨到

19 年前的那个夏
天，禤洲舞狮队成
就了一件改变整

个县城未来发展以及
中华舞狮文化格局的

事情。
2004 年 7 月，马来

西亚第六届云顶世界狮
王争霸战鸣锣开赛。一
支名不见经传的“泥
腿子”农民舞狮队，以

一系列新奇、高难
度动作夺得“东方
狮王”美誉，第一

次把中国舞狮队的名字刻在“云顶杯”上。
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位于珠江主干流浔江中那个

叫禤洲的小岛上。岛上人口不多，却流传着舞狮的
优良传统，小朋友们用箩筐当狮头、床单当狮袍、脸
盆当锣鼓，就能呈献出精彩的舞狮表演。

20世纪末，正值黄飞鸿、方世玉等武侠人物的电
影风靡之时，武术元素拨动了禤洲舞狮人的心弦，
禤洲村村民邓明华等人在禤洲武术班的基础上成
立了禤洲醒狮团，从蹲梅花桩开始，苦练学员基本
功。很快，凭借高难度的舞狮动作，禤洲醒狮团打出
了名气。

摘得“东方狮王”的美誉后，禤洲舞狮队开始频
频受到国内、国际各种舞狮赛事的邀请。原本舞狮
在藤县就有着较高的群众参与度，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几乎每个村屯都有舞狮队，有的村甚至有好
几支。

2011年，藤县狮舞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更好地传承发扬狮舞文化，
拓宽人才培训渠道，藤县把舞狮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从 2015年起，藤县中等专业学校增设主修狮舞技艺
方面的运动训练专业，以校企合作模式，联合推动狮
舞文化的发展。

梧州市藤县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合作企业
之一，其创始人正是当年勇夺“东方狮王”称号时的
狮头扮演者邓彬光。14岁的他就向世界展示了东方
的“神秘力量”，此后一直致力于推广狮舞文化。

藤县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仅派出教练全程
负责舞狮班学生的专业课程，还出资建设龙狮扎作
艺术馆，传授龙狮扎作技艺。

走进占地 1000多平方米的扎作艺术馆，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型的狮头扎作品，雄狮惟妙惟肖，
神气十足。平日里，学生们就是在这里制作出一套
套精美的狮头狮袍和文创产品。

“学生们既可以接受专业舞狮训练，将来选择市
场化就业，或继续深造，从事体育教学工作，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特点学习扎作技术，将来从事文创等相
关工作。”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祝盛清说。

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从民间传习到校园教
学，藤县狮舞日渐走上正轨。近年来，藤县举办了
世界狮王争霸赛、中国南狮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
不断提升藤县狮舞影响力。目前藤县正着力打造
狮舞人才培训基地，将东方文化的魅力更好地向世
界展示。 （据新华社）

看狮舞：“神秘的东方力量”

狮 舞 ，在 中 华
大地传承千年 ，经

久不衰。每年春节期间是舞狮最热
闹的时候，城市乡村、景区庙会，不时
可见雄狮闹新春的热烈场面。

新华社郑州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需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更具个性、参与性和
互动性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受人们欢迎，体验经济
应运而生。

近日，电影《满江红》热映，岳飞故乡河南安
阳的汤阴岳飞纪念馆也“火”出了圈。1月 26日，
岳飞纪念馆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福利：背诵岳飞词
作《满江红·写怀》可免费游岳庙。

“看完电影《满江红》，我就想带着家人游览
岳飞庙。小时候听着评书《说岳全传》长大，今天
站在岳飞庙内，看着那么多刻有《满江红·写怀》的
石碑，再带着孩子一遍遍背诵，爱国情怀油然而
生！”来自河北邯郸的游客韩先生说。

作为七朝古都，安阳以殷墟闻名。在殷墟博
物馆“福”字造型的石碑旁，讲解员讲道：“这就是
我们现在通用的‘福’字的前身，由象形部首演化
得来。‘福’整个字的意思是，一个人双手捧着一樽
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保佑。”

“原来甲骨文的‘福’是这样写的，我要发个
朋友圈，让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字。”来自天津的游客
徐先生边欣赏边拿着手机拍照。据介绍，在殷墟景
区，游客寻找甲骨文字“福”“春”“兔年”等，拍照并
附上“殷墟寻福活动”文案发朋友圈，游览结束后即
可领取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现金券一张。

春节期间，夜色下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流光溢
彩，一场跨越千年的汉字“奇妙游”在这里上
演，甲骨文韵律操、甲骨文字秀、汉服秀、古诗
吟诵、古琴演奏等节目让观众大饱眼福。

小朋友们在这里开心地做灯笼、写“福”
字、玩飞花令、猜灯谜，体验甲骨文书签制作、
竹简书写、雕版印刷、瓦当拓印等活动。“我认
识了很多甲骨文，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
为家乡的文化宣传员！”安阳市崇义小学常同
学告诉记者。

“通过深入挖掘春节所凝结的优秀传统文
化，重塑游客参观和认知体系，让大众了解汉字背
后的内涵，感知博物馆的力量，过个‘文化年’。”
中国文字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