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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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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宁夏有一处著名的园林景观——
丽景园，是封藩宁夏的庆王朱旃的私
家园林。朱旃所著《宁夏志·园》记
载：“丽景园，居城东北。红花渠东。
予之果园也。”由此可见，丽景园最初
是庆王的果园，后来经过不断拓展、
增建、改造，逐渐成为塞上一处风景
名胜，但主要是供当时达官贵人们宴
乐游玩。香车宝马，宾客来往，时间
一长也就留下了许多观赏交际的诗
作，使我们从中得以探悉到明代园林
布局及其官府人家、文人骚客交往的
一些实际情况，也算是一个意外收
获。有关丽景园的诗作，主要集中在
明代前期朱旃享藩期间，朱旃及其子
朱秩炅之后，吟咏该园的诗作就绝少
见诸于地方志书了。其时庆王已逝，
王府衰微，丽景园恐怕已不复往日的
繁华。世事沧桑，令人感慨。据不完
全统计，在《宣德宁夏志》中载有朱旃
题咏丽景园的诗作一首《夏日游丽景
园》，金幼孜的一首《九日宴丽景园》，
黄朝弼的一首《应教端午丽景园宴
集》，释静明的八首《丽景园八咏》；
《弘治宁夏新志》载有朱旃的有关丽
景园的诗作三首《芳林宫夜宿拟古》
《丽景园避暑》《丽景园冬日步王忍辱
韵》，路升的一首《和庆藩游丽景园
韵》，朱秩炅的一首《和张都宪夏日游
丽景园》等。诗作者有 6 位，诗作 16
首，志书能够记载这些诗作并使之流
转至今，实属难得，这对地处偏僻的
宁 夏 一 座 园 林 来 说 已 是 相 当 难 得
了。现选取其中的三首诗作，让我们
来了解一下丽景园数百年前的景光。

朱旃的《夏日游丽景园》：
仲夏名园里，肩舆花下行。
鸣鸠频唤雨，布谷苦催耕。
麦浪因风起，戎葵向日明。
病怀方寂寞，聊慰此时情。
因为宁夏地处边塞，经常受到鞑

靼、瓦剌等蒙古部族的侵扰，加之气候
干燥、寒冷，对从小生活在南京的朱旃
来说，封藩宁夏，实非本意，他曾请求
（迁国）内迁，朝廷却不允许，他只好寄
寓山水，在宁夏镇城（银川）大规模建
造园林，他想利用塞上多湖泊的有利条
件，把这里改造成为江南的模样，以慰
藉思乡之情。丽景园就是其中最大的
一处，此园位于宁夏镇城清和门（东
门）外、红花渠东畔，原是一处果园，后
被改建成了大型花园，园内建有轩、
馆、楼、亭、榭、桥等景观数十处。从此
丽景园成了朱旃邀约文人墨客吟诗作
画、宴请宾客以及夏季避暑、举行节庆
活动的重要场所。朱旃的这首诗记叙
的是夏日病中乘着肩舆游览丽景园的
情景，通过诗中的景观表现出春夏交替
转换的意象:春季斑鸠唤雨、布谷催耕，
而此时麦浪翻滚，葵花向日，呈现出一
派勃勃生机。诗人的心绪虽说是复杂
的，而眼前之景倒也多少慰藉了他的寂
寥之心。从诗里能感觉到，“名园”有
王家气象，格局雄阔，花草树木无数，
又有农业作物，麦浪对应葵花，此般景
象在园林中似乎并不多见，足见丽景园
之宏丽广大。《方志与宁夏》一书对丽
景园的描述是：“规模宏大，建筑精美，
园中有园，园内园外有湖。”“是明代塞
北最大的园林。”朱旃曾多次陪同重要

官员游园并在此宴乐，金幼孜就是其中
的一位。明宣德四年（1429 年），明宣
宗命礼部尚书兼大学士金幼孜持节前
来宁夏册封庆王府中安化郡王和真宁
郡王的王妃。金幼孜在宁期间走访、游
赏了许多地方，朱旃在丽景园宴请了
他。金幼孜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用诗
记录了当时宴饮的情形。诗题《九日宴
丽景园》：

偶客夏塞逢九日，贤王促召宴名园。
柳间杂遇来鞍马，花里追陪倒酒尊。
白露满池荷叶净，凉飚入树鸟声繁。
绮筵宝瑟真佳会，倾倒何妨语笑喧。
庆王“召宴”的“名园”柳树成荫、

花香迷人，荷叶连碧空、鸟声随风起，
在此饮酒，如同“宝瑟佳会”，笑语喧
天，莫非天上人间。以美妙的景色映衬
宴饮的盛况，极力地赞美了丽景园的胜
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社会

“帝王将相”家的豪奢极欲。
再看朱秩炅的《和张都宪夏日游

丽景园》一诗：
东郊长夏草初薰，霁景偏宜曙色分。
官树倚天张翠葆，好花傍槛闪红云。
舟移兰棹波光荡，宴列红亭乐调闻。
芳岁背人何易去，尊前莫问夕阳曛。
朱秩炅是庆王朱栴的第六个儿

子，被封为安塞郡王。《明史》列传·卷
五记载，朱秩炅“性通敏，过目不忘。
善古文，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目
不倦。”朱秩炅死后葬于贺兰山东麓干
沟儿孤山之下，没有子嗣，应是身后寂
寞。朱秩炅是郡王，丽景园是自家花
园，游玩宴客也是稀松平常之事。这首
诗记叙的就是和一位张姓都宪夏日游

园的情景。“夏草初薰”，景色正好；大
树参天，红花如云；移舟湖上，排宴亭
台；岁月静美，莫问时光。多么惬意自
在，一切都充满着诗情画意。这只是
500年前王府的一个游乐场面，没有什
么稀奇之处，只是缘于一首诗，我们才
知晓了一些很平淡的事情。真是“粪土
当年万户侯”，已经出场的人物，不论
地位高低都已化作了泥土，但文字却
在，场景又在文字中隐现，彼时丽景园
的真容只能随由后人想象。

光阴流转，时序演进，时间已经进
入到了二十一世纪，明朝早已成为遥
远的往事，但丽景园的兴废始终伴随
着岁月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 2003
年，银川市政府在昔日丽景园旧址上
重新修建了丽景湖公园，如今这里已
是银川城东最大的城市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湖泊荡漾，造福
于民；荷花连天，映照人心。王家气象
已然不再，城市气派更昭示着人类的
文明与进步。2016年 10月，银川市政
府在丽景园旧址立碑，上书：丽景园旧
址（明代）“位于解放东街东门桥东南
一带。据《嘉靖宁夏新志》载，在清河
门内。明庆王朱旃主持修建。园内
宫、殿、楼、馆、轩、榭、亭、池等各种景
观建筑星罗棋布，是当时宁夏城非常
有名的避暑胜地。”在丽景园旧址的立
碑处，想必每日都会有无数的人经过
这里，驻足者有之，沉思者亦有之，但
怀旧者应是不多，人们毕竟向往的是
美好而充盈着希望的新生活，过去只
是一段十分遥远的历史，未来才是方
向和目标。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三十五）

建筑工人在南宁市展示自己制作的水拓画。
近日，中建三局一公司广西分公司在广西南宁市举办

“三八”国际妇女节主题活动，数十名奋战在建筑工程一线的
女员工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水拓画技艺，以独特方式迎接自
己的节日。 新华社发

近日，故宫珍宝馆、雕塑馆、陶瓷馆的志愿者们开展导
览服务，标志着故宫志愿者的传统服务项目——定时定岗
展厅讲解将逐步恢复。此后珍宝馆、雕塑馆、陶瓷馆都将陆
续提供日常志愿讲解服务。

故宫博物院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志愿服务队，共同开
展以“共同守护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志愿活动，号召观众
加入到“文明参观”“崇尚节约”“故宫零废弃”等公益行动
中来。 新华社发

3月 5日，“江河辉映——中原与江南青铜时代考古文物
展”在无锡博物院启幕。该展以“‘铲释’江河文明·鼎立天
地之中”为主题，集中展示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考古出土的
夏商周时期 110件（套）精美文物，向世人讲述黄河文明与长
江文明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灿烂成就。

夏商周时期制造的大量雍容典雅、精美绝伦的青铜礼
器，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表示，本次展览以
考古成果实证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交流融合，以出土文物
阐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解读文化遗产中
蕴含的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本次展览共分“礼定中原”“战车上的和平”“玉饰陶饮”
三个部分，所展文物突出介绍了文物本身所具有的南北方文
化因素，吴王僚剑、王子午鼎、蟠虺纹鼎、玉飞凤、硬陶甬钟
等重点展品充分利用器物铭文和相关文献资料，呈现文物背
后的政治文化融合故事。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兼江苏省文物
局局长拾峰表示，本次展览对于彰显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
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
强，具有现实意义。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无锡博物院藏“春秋吴王僚剑”数
字藏品的全球首发仪式。据悉，本次展览所在地无锡，是

“泰伯奔吴”的发生地，是吴文化发源地的核心区域，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自然风光旖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产丰
富，拥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大遗址、备案博物馆以及
人均博物馆拥有量均居江苏省前列。

（据中国新闻网）

110件（套）夏商周时期的
精美文物集中亮相江苏无锡

“梦惊已是新天地，旧曲依稀绕古城。”作为大戏看北
京·第六届老舍戏剧节重磅大戏，由大道文化出品、著名喜剧
艺术家陈佩斯导演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惊梦》于 28日正式开
票，并于 4月底至 5月上旬在京连演 8场，并同时开启该剧在
2023年全国十城四十八场的巡演之旅。

《惊梦》是由陈佩斯领衔，一众实力派演员班底精打细
磨的诚意之作；也是陈佩斯之子陈大愚作为舞台演员的十年
检验之作，是戏里戏外上阵父子兵的首次同台切磋之作，更
是其以主演身份跻身老一辈戏骨们中间的“亮相”之作——
他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实力征服现场，令观众们由衷赞叹：“陈
氏喜剧，后继有人了！”

大戏看北京·第六届老舍戏剧节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指导单位，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
旅游局、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并被纳入北京市“大戏看北京”重点项
目。历经六年积累沉淀，老舍戏剧节迎来“大戏看北京”的发
展机遇，贯穿戏剧节期间有 20余台“大戏、好戏、首演戏”遍
布北京各大剧场、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话剧《惊梦》更为第
六届老舍戏剧节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

据悉，《惊梦》将于 4月 28日至 5月 1日、5月 4日至 7日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完成 8场演出。

（据中国新闻网）

陈佩斯领衔原创话剧《惊梦》
将再登京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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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十
堰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尚
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阳南佐新石器
时代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云南昆明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
口西夏瓷窑址6个考古项目入选。

为何这六个考古项目能够入选“2022 年度
中国考古新发现”？它们有何重要性？

学堂梁子遗址位
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青曲镇弥陀寺村。
因于 1989 年、1990 年
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
化石（俗称“郧县人”）
而闻名。2022 年 5 月

18 日，“郧县人”3 号
头骨面世,是迄今欧亚
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
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
化石，保留了该阶段
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
剖学特征。

四台遗址位于河
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
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
南，是近年冀西北地
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
大、保存完整、具有重
要价值的新石器时代
早中期遗址。

它不仅填补了燕
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

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
白，而且为解决旧—新
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
源、文化谱系、人类群
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
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
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
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
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
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

南佐遗址位于甘
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
南 6 公里的后官寨乡
南佐村，发现了年代
最早、布局严整的“宫
城”，以及 5000年前中
国规模最大、保存最
好的大型宫殿建筑。

这对研究仰韶文
化晚期泾、渭地区的社

会形态及其性质具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也是黄
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
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对
于认识黄河中游、黄土
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
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
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
早期国家起源，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安
阳市洹河北岸的武官村北
地，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
掘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
丰硕的遗址，被誉为“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目前，殷墟商王陵区新
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

坑，指向了商王陵区东界在
王陵公园东墙以东100米的
南北一线。这些发现改变了
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
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
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
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
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
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
址。目前通过考古勘探发
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
河湖沉积，年代从先秦时
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

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
了封泥 837 枚和有字简牍
1300多枚。大量行政、司法
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
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
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
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为一
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
生产遗址。遗址面积约4万
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

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
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
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
业类型,首次在浙江上林湖

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
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
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
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
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填补
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
的空白，复杂的窑业面貌
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
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推动商代陵墓制度、商文化的研究

云南昆明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出土汉代字简牍1300多枚、封泥837枚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 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

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
中国北方新石器考古实现重要突破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揭开5000年前大型宫殿建筑的神秘面纱 ?

“郧县人”3号头骨。

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出土的
磨杵与盘。

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出土的骨器。

殷墟祭祀坑K23出土的青铜器。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瓦当。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与匣钵。
（据《齐鲁晚报》）

为
何
这
六
个
项
目
能
够
入
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