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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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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节目屡“出圈”
勾勒中华文化神韵

从央视到卫视，春晚是春节文艺
中最为核心的精华所在。要说 2023
年春晚舞台上最出圈的节目，《满庭
芳·国色》必定榜上有名。水袖扬起
明艳桃红，折扇舞动清雅凝脂，纸伞
翻转灵秀缃叶，长剑挑落古朴沉香，
该节目别出心裁地以各式各样的舞
姿来描摹斑斓绮丽的中国传统色彩，
如诗如画，一展满庭芳华。

“这个节目确实很精彩，它用中
国的颜色来象征中国文化的精神，很
有意蕴。”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认为，
《满庭芳·国色》通过舞蹈演员动感的
表演，演绎出了中国色彩的内涵。

此前在 2021 年河南卫视春晚
上，舞蹈《唐宫夜宴》也收获众多好
评。不难发现，近年来，从总台到卫
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在与春节相
关的文艺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类节
目的含金量与关注度双双水涨船高。

“无论是春晚还是河南卫视的出
圈，它实际上是整个潮流里边的一部
分。”张颐武说，“一方面，这些节目都
自觉地加强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另一
方面，发掘本民族文化里边这些富有
意蕴、特色、独到风格的内容已经成
为一个大的趋势，也受到了年轻受众
的欢迎。”

唐风宋韵
新兴社交活动拉满文化氛围感

新春佳节，大年初三，位于广西
贺州市“临贺古城”旅游区的“井號”
茶社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客人。三三
两两人儿围坐，一壶清茶、一炉炭火、
几盘烤物生果，既有煎汤品茗的仪式
感，更有团团圆圆的氛围感。

“我觉得今年春节的文化氛围比
较浓厚。”女孩黄桃刚从南宁回到老
家，便约上几位好友来围炉煮茶：“我
本身是在南宁工作，回到老家就想跟
最好的闺蜜来这里一起聚一下。围
炉煮茶最近很火，茶文化本身就很有
氛围感，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和朋
友好好聊聊天。”

唐宋时期，中国人就已有煎煮
茶汤、围炉夜话的雅致习俗。大众
印象中，现代茶文化的受众群体年
龄层偏高，但环顾茶社，年轻面孔却

占了多数。
1月 26日，某电商平台发布 2023

年春节“暖”消费报告，围炉煮茶榜上
有名；在某 App 热搜榜上，围炉煮茶
更是超过螺蛳粉和辣条等国民食物，
登上美食热搜 TOP3。这一颇具传统
文化神韵的新型消费模式，俨然已成
为春节假期中的社交聚会新宠。

非遗传承实践火热
“文化出游”成趋势

宽窄巷口焰火万道；陇西城外花
灯千盏；八达岭前灯光绚丽；黑龙江
上漫天飞雪；苗寨的笙歌广府的锣
鼓，龙舟竞渡破冰北疆，民谣飘过彩
云之南……这个春节，八达岭夜长
城、四川成都火花节、陕西西安新春
灯会等文化和旅游消费成为市场亮
点，“文化出游”也成为一大趋势。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演出、展览、灯会、乡村

“村晚”等活动精彩纷呈。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各地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
10522场，如黑龙江以“醉美冰雪季、
非遗过大年”为主题，举办“第二届黑
龙江冰雪非遗周”“百人百米百图剪纸
展”“非遗迎春灯光秀”等活动。

不仅如此，“游博物馆过大年”同
样成为新风尚。据不完全统计，北
京、上海、广东、湖北等 19个省份 900
余家博物馆策划推出展览和活动
2200余个。

除了出游地点，出游服装的“传统
化”也成为兔年春节的一大亮点。身着
唐装的男士风度翩翩，一袭明制马面裙
的少女娇俏明艳，头戴虎头帽的小朋友
活像年画里的娃娃喜庆可爱。

“这些年来，社会潮流和审美风
尚产生了转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
展以后，我们会更多地去寻找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予以精神认同，另一方
面就是这些风格确实有吸引人的独
特魅力，表现了东方文化独到的美，
这种美是很难替代的。”张颐武说。

（据中国新闻网）

汉服爱好者欢度新春。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三十一）

葡萄诗
张 嵩

“文化味儿”了吗？有道是，不出十五都是年。虽
然春节黄金周已结束，但神州大地
仍然沉浸在新春氛围中。我们经历
的这个春节，在喜庆欢乐之余，文化
韵味亦愈发浓厚——从舞台之上

《满庭芳·国色》以舞为语，诉说东方
故事，到寻常巷陌间围炉小坐以茶
会友，烘托团圆氛围，再到出行路
上，唐装汉服衣袂翩飞，与热闹的非
遗景观相映成趣……这个春节可谓
是“文化味儿”十足！

登上石桥，举目望去，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一条条乌篷船
穿梭往来，一串串大红灯笼与小桥流水交相辉映。老街上的
小吃摊、杂货铺、特产店，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穿透街巷。

“一刷到南浔古镇景区免费的消息，全家说走就走，
红红火火的传统年味终于又回来了！”上海来的游客房女
士一家四口沉醉于水上婚礼展演，流连忘返。

位于大运河边的浙江南浔古镇 5A景区向全球游客
永久免费开放后，大街小巷、非遗集市随处可见游人，大
伙儿在扑面而来的年味里，感受春节的独特魅力。

南浔于南宋淳祐年间建镇，明清时期为江南蚕丝名
镇，“附近遍地皆桑，家家养蚕，户户缫丝织绸”就是当时的
真实写照。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中文化积淀最深、保存最
完好的古镇，南浔被誉为“江南六大古镇的封面”，是我国
首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河埠石阶，一群身着汉服的年轻人，踏着青石板路，
穿梭在木质瓦房间的弄堂中，嬉笑游园。

张石铭故居前，锣鼓响起，两条彩龙腾飞起舞，于人
群中时隐时现。

丝业会馆文创大集内，丝绸、湖笔、四象八牛盲盒成
为年货主角，琉璃、拓片、书签等文创小物在展厅一字排
开，火红的颜色喜气洋洋。

夜幕降临，遍布古镇的3000多盏花灯渐次点亮，流光溢
彩映衬在粉墙黛瓦，就像步入“天上宫阙”，忘了“今夕是何年”。

在“水上巴士”夜游船上，古镇“新春大餐”让来自天
南地北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

“一品水乡情·南浔过大年”新春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
大饱眼福口福。兔年花灯、民俗演艺、新春集市等民俗文化
活动接连上演，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美食区，充满古镇特色的
非遗文化展示区，都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

“美宿+美食+游船”“美宿+美食+文化体验”，游客能感
受到水乡风貌，也能体验到江南民俗。（据《光明日报》）

多 彩 年 俗 醉 游 人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电“今日
中国”艺术周活动 1月 28日在澳大利亚南
澳州首府阿德莱德开幕。此次艺术周由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驻澳大利亚
大使馆、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和阿德
莱德节庆中心主办。

艺术周活动包括“传承之路”中国陶
瓷非遗传承人艺术作品展和“黑土风情”
中国黑龙江省优秀美术作品展两部分。
展览精选景德镇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
人陶瓷艺术作品 50件（套），黑龙江省优
秀艺术家创作的国画、油画、版画、水彩
画等作品 39件。

南澳州州督孙芳安在开幕式致辞时
说，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现在的州督，她
见证了艺术在外交以及加强人际关系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她曾在中国工作了十
多年，产生了对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

阿德莱德节庆中心首席执行官高德礼
说，澳中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有助于两国人
民的相互了解。通过展览，澳民众可以看
到中国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今日中国”艺术周
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开幕

1 月 28 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人日”游草堂、祭拜
诗圣杜甫活动现场，主祭人李明泉诵读祭文。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日”，一年一度的“人
日”游草堂、祭拜诗圣杜甫活动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社
会各界群众齐聚草堂大雅堂前，举行祭拜仪式和诗会，祭
拜先贤，缅怀诗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华社发

这个春节，你感受到全方位的

围炉煮茶。

1 月 30 日，在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舞狮队在街头
巡游。

元宵节临近，各地举行特色民俗展演及灯光秀、做
元宵等活动，喜迎元宵佳节。 新华社发

多彩活动迎元宵

春节期间，五岳新春撞钟祈福主题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打卡体验。据了解，“五岳撞钟迎新春 唱响旅游集结
号”主题活动地点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
恒山、中岳嵩山五大景区同时举行，在除夕跨年夜撞响古
钟，象征着和平、吉祥、振兴、奋进，有着洗心、感恩、祈愿
的美好寓意。

活动期间，东岳泰山景区推出“30 个非遗项目展
演”“太极拳展演”等活动，西岳华山景区推出“福兔祈
福”“ 国家级非遗项目华阴老腔、华阴迷胡展演”等活
动；南岳衡山祭祀人文先祖——火神祝融，因此，南岳
的新年祈福仪式中“火文化”一脉相承、贯穿始终，在新
年的黄钟大吕声中，以取圣火、传灯火、放焰火为主线
的新年祈福仪式盛大开启。包含了“天人合一、礼乐和
一”和“感恩祖宗、扬义涵德”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北
岳恒山推出“《威风锣鼓》《北岳诵》”等特色表演。中岳
嵩山景区推出“非遗项目展示”等新年活动，并且由少
林寺方丈师父带领僧俗大众于少林寺钟楼待到新年
到，除夕晚上零点准时由方丈师父代众撞响头钟，随后
寺内法师、全国各地信众排队陆续撞钟，为世界、家庭
撞钟祈福。

擦亮五岳历史文化名片，展示专属地域优势。通
过在五大名山联合举办春节文化活动，彰显五岳文化，
打造民俗与非遗的展示平台，吸引全国游客争相来到
这里红红火火过大年，在“赏民俗、寻年味、迎新年”中
感受五岳的人文历史和旅游风光，让游客在新年中收
获更多快乐。 （据中国新闻网）

五岳共同举办贺岁撞钟祈福活动

长城、故宫、泰山、鼓浪屿……春节
期间，各处世界遗产地成为不少人出行旅
游的选择，让人们领略多姿多彩的自然文
化风貌。驰名世界的中国世界遗产不仅
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瑰宝，还是活的文化和
传统，需要通过生动的讲述方式和创新的
手法，以鲜活面貌展示给更多人，滋养生
活，浸润心灵。

世界遗产的历史渊源、文化特色、申
遗故事、当下发展等，都可以成为人们了
解世界遗产的素材。世界遗产地需要以
一种新颖和轻松的方式拉近与人们的距
离，让人们产生新鲜感、好奇心。近日播
出的文化节目《万里走单骑》第三季以新
颖的方式推荐我国世界遗产地，让当地人
文学者、申遗专家、挖掘者、保护者、研究
者共同揭示世界遗产的重要意义。节目
通过寻访古建筑、文化景观、农业遗产、
历史街区、考古遗址等，深入揭示世界遗
产的价值和意义，在生活化的讲述中，通
过互动、游戏等参与感极强的方式，把世
界遗产的风貌介绍给观众，让世界遗产

“活起来”。 （据《人民日报》）

换一种方式“打开”世界遗产

葡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树
种之一，发源于黑海和地中海沿岸，
在古希腊传说中葡萄是“植物之神”
狄奥萨斯赐给人类的珍贵礼品。西
汉武帝时期，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开
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沿着
这条“丝路”，产于西亚的葡萄和欧洲
的酿酒工艺相继传到了中国。《史记·
大宛列传》中说：“宛左右以蒲桃为
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
不败。”“汉使（指张赛）取其实来，于
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汉代将葡萄
称作蒲桃。唐代段成式的笔记小说
集《酉阳杂俎》也记载，葡萄由张骞从
大宛移植到汉宫。大宛就是今天的
伊朗一带，张骞从西域回国是公元前
128年，由此可见，我国栽培葡萄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其实，我国关于

“葡萄”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
经》。《诗·豳风·七月》有云：“六月食
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
中的“薁”指的就是一种野生葡萄，从
中可以看出，在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知
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并认为野
葡萄是延年益寿的珍品。而我们今
天习惯上所说的葡萄，指的是国外的
葡萄，是张骞带入中国的。葡萄进入
我国后，很快在各地开花结果，并受到
人们的喜爱。曹丕在《魏文帝诏》中盛
赞葡萄：“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

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历代诗人赞
颂和描写葡萄的作品更是多不胜数。
在《宁夏历代诗词集》中选录有一首元
代诗人郝经的《葡萄》诗：

忽忆河陇秋，满地无歇空。
支离半空架，串草十里洞。
拇乳积成岸，澒癑接梁栋。
一派玛瑙浆，倾注百千瓮。
往岁见沙陀，回鹘正来贡。
诏赐琥珀心，雪盛瓶尽冻。
查牙饮流澌，气压黑马湩。
这是一首五言古风体诗作，原题

目为《甲子岁后园秋色四首 其三葡
萄》，共有四十句，可惜《宁夏历代诗
词集》只节选了其中的十四句。郝经
写葡萄的这首诗是很有名的，还被清
康熙时开始编纂的《钦定古今图书集
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第一百十三卷葡
萄部艺文二（诗词）以《甲子岁后园葡
萄》为题收入，影响广泛。现录全诗
于后，以窥其全貌，不留缺憾：

深院荒草长，短蔓裂塼缝。
葡萄本西果，南国谁与种？
插芦为扶持，灌溉甚珍重。
瘦骨紫节舒，龙头青线控。
蟠蟠上疏篱，茜茜将远纵。
遭遇虽后时，取实望秋仲。
摘露添俎豆，庶閒馆人供。
谁知六月旱？卉木焦死众。
断秧馀几花，强勉著土拥。
竟作缠结枯，日绕空悼痛。
肺渴口重乾，望梅心欲烘。
忽忆河陇秋，满地无歇空。
支离半空架，串草十里洞。
拇乳积成岸，澒癑接梁栋。
一派玛瑙浆，倾注百千瓮。
往岁见沙陀，回鹘正来贡。
诏赐琥珀心，雪盛瓶尽冻。
查牙饮流澌，气压黑马湩。
一旦离魏阙，五载犹在宋。
见此复何时？鸟道目逆送。
今天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

及葡萄酒酿造已成为一大产业，有必

要了解葡萄历史，尤其是有关葡萄及
葡萄酒的诗词文化，这样更有助于葡
萄酒产业的发展壮大。既然十多年
前宁夏文史研究馆在编辑《宁夏历代
诗词集》时专门选录了郝经的这首
诗，其先见性和用意不言自明，值得
赞许。因为从诗中并不能直接看出
与宁夏有多大关联，只是“忽忆河陇
秋”中的“河陇”似乎还沾一点边。河
陇，古代指河西与陇右地区。宁夏历
史上大部分地方属于甘肃所辖，在黄
河以西也有土地，广义上讲“河陇”地
区应是包括了宁夏的一部分，因为在
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地域划分得并不
细致，常有出入和变化。

郝经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
县），生于河南许州临颍（今河南省临
颍县）。生逢金末乱世，后迁居河北，
研习程朱之学。元蒙时期，应召言治
国安民之道，得到元世祖忽必烈赏
识。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以翰
林侍读学士奉诏使宋，被南宋权相贾
似道拘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市）达16年。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被释，返
回大都（北京），次年去世。郝经作为
有远见的政治家，推崇四海一家，主
张天下一统，才能使国家逐步走向大
治。郝经一生著述颇丰，著有《续后
汉书》《春秋外传》《周易外传》《原古
录》《行人志》《陵川集》等专著数百
卷。郝经的《葡萄》诗叙述了在自家
后院栽植葡萄、期望秋后结果，却遭
逢天旱最终枯死的情形，说明葡萄
种植实属不易。由此回忆当时的河
西一带拥有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秋
天时酿成的葡萄酒达“百千瓮”，其
景象盛极一时。“忽忆河陇秋，满地
无歇空。支离半空架，川草十里
洞。”“一排玛瑙浆，倾注百千瓮。诏
赐琥珀心，雪盛瓶尽冻。”真是葡萄
美酒令人陶醉。但是现在滞留在南
宋，不知何时再能见到这种情景，唯
有望着北飞的鸟儿寄托思情。这是

一首通过栽种葡萄，遥
思葡萄美酒，寄寓思乡
之情的感怀之作。但
道出了作为“西果”的
葡萄在河西培育、酿酒
的盛况，为后人提供了
重要资料，这也是该诗
的难能可贵之处。浩
瀚如烟的古代诗词中
关于葡萄引种和葡萄
美酒的作品不仅传递
着文化，也勾起了人们
对美酒的无限遐想。如
唐代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的《襄阳
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
酦醅。”刘禹锡的《葡萄歌》：“酿之成
美酒，令人饮不足。野田生葡萄，缠
绕一枝高。”元代郑允端的《葡萄》：

“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
寒。”清代吴伟业的《葡萄》：“晓悬愁
欲坠，露摘爱先尝。色映金盘果，香
流玉碗浆。”等等，都已经作为千古绝
唱永久地载入了中华葡萄种植史和
葡萄酒文化史。

地处“塞上江南”的宁夏，千里沃
野，土地肥美，种植葡萄及酿酒历史
自元代就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如今随
着产业发展的浩荡东风，贺兰山东麓
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更是形成规
模，因为贺兰山东麓有着天然的禀赋，
其水热系数、温度、湿度、土壤化学背
景十分有利于葡萄种植及酿酒。近年
来，经过技术改造和产业不断升级，宁
夏的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已居于
全国领先地位，优势明显。秋日，当
你走进贺兰山东麓，葡萄遍野、酒庄
林立，生机勃然。左看“青鸟衔葡萄，
飞上金井栏”（唐五代·捧剑仆）。右
见“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北
宋·苏轼）。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派

“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
（隋唐·乔知之）的画中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