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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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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聊斋志异”四个字
旁围绕着大量观众，大家都想一睹
《聊斋志异》手稿真容。手稿页面字
迹清秀流畅，并无修改涂抹，有用红
笔标注的句读痕迹。清咸丰年间，
蒲氏七世孙蒲价人携《聊斋志异》手
稿远走东北，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派
人强借手稿上半部，后佚失。新中
国成立后，蒲氏后人将《聊斋志异》
所余半部手稿捐献给国家，经鉴定
是极为珍贵的定稿本。《聊斋志异》
手稿也是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唯一
存世的手稿。

本次展览“珍贵古籍”单元以馆
藏十部镇馆级古籍为主线，围绕十个
点，内容上自两汉，下讫明清，包括刻
本、活字本、套印本、稿本、抄本等不同
版本类型的四十余部古籍。《抱朴子》

《扬子法言》《文心雕龙》等十部珍本古
籍原件悉数展出。这也是辽宁省图书
馆的“镇馆之宝”首次集体亮相。

这十部稀世古籍，从馆藏 61万
册古籍（12万册善本）中精心挑选，
跨越了从汉代至清朝的历史时空，
是馆藏中最具代表性的缥缃精品，
尽显中国古籍之美。

在展览现场，几名观众被一块
木质雕版吸引。“这是《扬子法言》雕
版，旁边是该书的宋淳熙八年（1181
年）刻本，是‘五臣集注本’现存最早
的刻本。”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
心专家刘冰介绍，“此书精雕初印，
墨色浓润，为南宋浙江刻书之上
品。现为海内孤本，在内容上可补
明、清诸本脱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
献和版本价值。”

辽宁省图书馆是全国首批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2007 年 10 月，辽宁
省古籍保护中心在辽宁省图书馆挂
牌成立。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通过
开展全面古籍普查、建立珍贵古籍
分级保护体系、改善古籍保管保护
条件、加快古籍文献开发整理与数
字化、壮大古籍保护人才队伍等一
系列工作，将古籍保护工作推进到
新的高度，让珍贵古籍更多进入大
众视野。截至 2021年，辽宁全省有
553部古籍入选国家级珍贵古籍。

展览现场，来自辽宁省图书馆
的修复师对着残破的线装书不停刷
尘、补孔、粘页、钉线……修补着“古
籍”中的虫蛀、缺损，为它配护页、封
面，向观众展示古籍修复技艺。

多年来，辽宁省图书馆的修复
师们使用不同技法、材料和工具，以
精湛技艺修复了曾经严重破损的各
类珍籍，让大量古籍重焕新生。这
些珍贵古籍正是历经几代辽图人的
心手相传、精心呵护，才得以在世人
面前展现出最好的状态。

“古籍作为辽宁省图书馆的藏
书重点之一，七十多年来，在几代辽
宁省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潜心搜集
下，古籍文献的收藏量已达到 61万
余册。”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郭彧
说，希望借此展览，来彰显辽宁有典
籍、辽宁有历史的文化底蕴，吸引更
多读者走近古籍，感知古籍，让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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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在辽宁省图书馆

一楼展厅，观众正念着宋代古籍

《抱朴子内篇》卷末刻书牌记，想

象着古代图书出版场景。当日，

辽宁省图书馆“继往开来，国韵

书香”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开

展，向观众展示古籍文献中所蕴

含的历史文化，以及辽宁省图书

馆古籍保护与传承成果。

“继往开来，国韵书香”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展品。

展览现场。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4月 6日，由自治区文旅
厅主办的“行走黄河，阅读宁夏”境外达人宁夏采
风踩线活动在志辉源石酒庄启动。来自英国、埃
及、越南、爱沙尼亚、意大利等 13 个国家的 22 名
宁夏旅游合伙人、海外社交媒体粉丝参加了启动
仪式。

活动现场，来自乌克兰的 Nika表示：“我去过
中国的很多地方，宁夏是最独特的地方之一，这里
的阳光、沙丘、星空、落日、河流都非常的辽阔和原
生态，不会让人拘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
的外国人了解和喜欢宁夏。”来自英国的达人 Toby
现场分享了 2022年在宁夏旅游的经历与体验，“宁
夏不大，但却让人流连忘返。去年我来到宁夏，在沙
坡头遇见了黄河；坐了让发型‘狂飙’的快艇；骑上
骆驼遨游在沙海；坐沙海冲浪车一览‘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景象，这里是一处向往自由的冒
险天堂。”

来自埃及的宁夏铁粉 Noura激动地说：“我很
多中国朋友都来自宁夏，他们常常给我看宁夏的照
片，跟我聊宁夏的风景。今天，我终于来到了宁
夏，非常激动，因为马上就可以亲眼见到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黄河了。我知道黄河孕育了灿烂的
中华文明，就像埃及的尼罗河孕育出古埃及文明一
样。我一直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去宁夏看一看黄河
与尼罗河到底有什么不同。”

启动仪式结束后，22位境外达人前往沙坡头、
沙湖、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南长滩、刘三朵八宝茶
体验馆等地深度体验宁夏文化和旅游资源。

2022年，宁夏文旅在部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精准策划黄河文化、酒庄休闲、动感体验、星星故
乡、非遗文化、乡村旅游等主题内容，利用精美图
文、海报、视频等多种形式，广泛开拓推广渠道，提
升平台流量，持续扩大宁夏文化和旅游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内容发布、线上活动曝光量累计达 7600
万余次。宁夏将充分利用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矩阵，
以宁夏黄河、星空等八大资源和贺兰公园、宁夏酒
堡等“二十一景”为推广重点，加强宁夏文化和旅
游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工作，向海外受众展示宁夏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全力讲好中国故事宁夏篇。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4月 8日，记者
从宁夏博物馆了解到，为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
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
序发展的意见》，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收
藏，普及文物收藏知识，宁夏博物馆举办
的首场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圆满
结束。本次活动共为 27名收藏爱好者现
场鉴定百余件藏品。

本次鉴定的器物有瓷器、金属器、玉
器、书画、杂项等，其中金属器、瓷器居
多。专家对每一件藏品仔细鉴别，从器物
的造型、纹饰、细节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
究，结合检测组的数据支持，为收藏爱好
者提供客观的鉴定意见与收藏建议。收
藏爱好者表示，通过与专家交流，不仅提
升收藏鉴赏水平，还学习到相关文物知
识，受益匪浅。

宁夏博物馆充分发挥国有博物馆专
家资源优势，通过举办公益鉴定活动，一
方面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另一方面
引导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科学收藏理念，掌
握一些文物收藏知识。宁夏博物馆将继续
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相关要求和自治区文
物局统一部署，面向社会开展制度化、常态
化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凝聚社会力量
保护好、传承好中华历史文化遗产。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4 月至 10 月，江西省
预定的 118 架次航班机位约 3500 余名游客陆续
抵银旅游。 4 月 6 日，从江西出发的首个旅行
团抵达银川。 5 天时间里，旅行团成员在银川
文旅集团所属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贺兰山
岩画等景区进行参观游览，感受“塞上湖城 诗
画银川”的魅力。

据悉，今年年初，银川文旅集团由领导班子
带队，分别赴上海、江苏、四川、江西、广东等省
市考察招商，围绕打造“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
要素，考察和引进项目及战略投资人，学习兄弟
省市先进的运营理念和商业模式，提升旗下景
区整体运营管理水平，加快项目落地、产品升级
和资金引进，增强企业运管和市场盈利能力。
在江西，银川文旅集团打包推介所辖景区及旅
游产品，签订了 2023 年南昌 -银川 3000 人送团
协议，并开辟宁夏贺兰山-江西南昌、井冈山红
色研学线路。

下一步，银川文旅集团将聚焦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六新六特六优”产业，
充分挖掘贺兰山、黄河等资源优势，提升贺兰山
岩画、西夏陵、水洞沟、黄沙古渡、览山绿博园、
军博园、鸣翠湖等东西线景点的品牌质量，有机
融入酒庄游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银川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三十九）

预旺，曾经在宁夏的历史上绚耀
一时，留下了足以令后人频频回眸的
光灿一页。而处在现实中的预旺，如
今只是属于宁夏同心东南部的一个普
通乡镇，似乎波澜不惊，唯有默默在历
史的文明演进中负重前行。清初江苏
无锡人顾祖禹所撰地理著作《读史方
舆纪要》卷五十八固原州记载:“豫望城
在州东二百里。宋时与西夏分界处
也。弘治十七年，总制秦纮言：固原迤
北，地名豫望城。骒子川、狮子川、石
峡口及宁夏之韦州，延袤千里，可垦田
土，无虑数十万顷，请筑屯堡、议耕
种。”这里所说的“豫望”就是预旺。由
此可知，预旺早在宋时就是宋与西夏
的分界地。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
年），朝廷赐封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为
豫王，在此筑城，由此得名豫王城。至
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设立平虏守
御千户所。《嘉靖固原州志》载：“平虏
古有是城，莫考所创。相传为豫王
城。”到了清顺治年间，出于“集市繁华
买卖兴旺”之意，人们才将旧名“豫王
城”改为“预旺城”。宋至明的数百年
间，预旺一直处于战争的前沿，尤其到
了明代，更是防御北方蒙古部落侵袭
内地的首要之地，“防秋”任务十分繁
重，历任驻节固原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的统制十分重视预旺城的防务，扩建
城池，高筑城墙，使预旺城名重一方。
正因为如此，一些历史人物频繁出入
预旺，在留下了他们匆忙足迹的同时，
也留下了许多诗的“记录”。明嘉靖七
年（1528 年），山西太原人王琼以兵部
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
务。王琼在镇守三边期间，向西屡败
吐鲁番，收复哈密；面北重创蒙古骑兵

内犯，使宁夏、山西、陕西诸边得以安
全。王琼是明中期名臣，他守边三年，
殚精竭虑，屡建奇功，后卒于固原任
所，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
在嘉靖己丑（1529年）夏五月写有一首
《过预望城》的诗：

原州直北荒凉地，灵武台西预望城。
路入葫芦细腰峡，苑开草莽苦泉营。
转输人困频增戍，寇掠胡轻散漫兵。
我独征师三万骑，扬威塞上虏尘清。
这首诗选自《嘉靖固原州志》，《万

历固原州志》《宣统固原州志》《民国固
原县志》等均有收录。此诗记录了王琼
领兵由固原南来经过预旺城的情景。
明嘉靖时，一次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侵入
宁夏灵州附近，意图劫掠内地，王琼统
领精兵三万，巡行塞上，俺答知道消息
后，不敢应战，慌忙撤走。此诗即记述
了这一事件。诗描写了作者一路北上
所见到的荒凉景象，也道出了常年奔
波、随时要防备敌人来犯的困顿之况。
且不论地远荒僻，行军困难，关键是此
次出师告捷，“扬威塞上”，荡清了虏尘，
胜利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从诗中我
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宁夏地区边
患危机、保守防御等方面的情况。王琼
之后，浙江兰溪人唐龙，以兵部尚书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唐龙出任总督后，至花马池，振扬威武，
累成大捷。他也有一首涉及预旺的诗
作《豫望城次晋溪翁韵》：

疏茅砦结千人戍，苦水沙环三里城。
雪暗犬羊归旧穴，云明骠骑出新营。
高深沟垒重门险，呼吸风雷六月兵。
青草塞前农耜举，黄榆道上凯音清。
这首诗选自《嘉靖固原州志》，是唐

龙步前任陕西三边总督王琼（王琼号晋

溪）的《过豫望城》诗韵而作的。全诗对
预旺城的防务形势进行了详细描写，显
得低沉压抑，但也说明了戍守边城的艰
难不易和连年战争的残酷无情。在王琼、
唐龙担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七十余年
之后，又一位文武兼备的人物出任此
职，他就是山东即墨人黄嘉善，在此之
前他担任宁夏巡抚。抚宁十年，休养生
息，烽火不惊，功著边陲。他升任三边
总督后，积极组织军队屯田自养，激励
边民发展生产，依靠自给自足富民强
兵。主张开放边境市场，促使汉、蒙民
族贸易，从而有效稳固了边境防务。黄
嘉善也是一位诗人，他写有一首《防秋
过预旺城》的五律：

边程催客骑，晓起揽征衣。
野径随山转，红尘傍马飞。
天连云树边，霜冷暮庭微。
极目南归雁，双劳忆故扉。
这首诗选自《平远县志》艺文卷。

这里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平远县的脉
络。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六月，在
下马关（今同心县下马关镇）设立平远
县，隶属甘肃省固原州。至民国三年
（1914年），平远县改称镇戎县，隶属甘
肃省朔方道，同年六月后为甘肃省宁
夏道管辖。民国十七年（1928 年）三
月，镇戎县改为豫旺县，全称为甘肃省
宁 夏 行 政 区 豫 旺 县 。 民 国 十 七 年
（1928 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
宁夏省，豫旺县为宁夏省管辖，县治仍
设在下马关。1938 年，豫旺县改称同
心县，县址搬迁至同心老城“半角（个）
城”，即今天的同心县城关镇所在。这
期间以预旺作为县名近十年时间，可
见预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平远县初
建，首任知县是湖北蕲水（今浠水）人

陈日新，他很重视文化，亲自采辑资料
撰写了同心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
《平远县志》，正是这部志书载录了黄
嘉善的五律《防秋过预旺城》。明代的
防秋，就是到了每年秋高马肥、田野收
获之季，蒙古部落就会南下侵扰劫掠，
明的边境一带便会对此发出预警，调
兵防守，加强防务。《防秋过预旺城》写
的即是这一背景。防秋事急，晨披征
衣；一路翻山越岭，马蹄荡起飞尘；霜
冷云寒，鸣雁南飞，思乡之情不由得涌
上心头。整个诗还是比较苍凉、凄冷
的，道出了行军的急切、防秋的刻不容
缓以及路途所见景象的荒茫，戍边的
艰辛尽在诗中，这一点与王琼、唐龙的
诗作有共同之处。但从岁月的长河来
看，明代前后三任总督为预旺留诗，足
见预旺当时在军事上的地位之重要。

预旺的历史是辉煌的，当年塞北通
往长安的汉唐古道由此穿越而过，北达
宁灵（银川、灵武），南抵平固（平凉、固
原），东接环庆 (环县、庆阳)，西连海同
（海原、同心）的多条通道亦交汇于此。
交通的便利，使商贾一时云集，街市繁
盛。预旺城中建有钟鼓楼、大佛寺、玉
皇阁、城隍庙等，“豫王”遗风，边塞要地
更是凸显壮观。所以说地理位置的重
要势必决定它的历史地位的重要。
1936年 5月红军西征，6月间彭德怀进
驻预旺城，这里便成了红军西征的指挥
中心，在城隍庙的司令部中，彭德怀会
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的笔
下记载了预旺、记载了这段金戈铁马的
精彩历史，把预旺又一次推上了历史的
前沿，令人再次侧目而视。预旺是幸运
的，在泱泱中华的历史版图上毕竟是一
颗曾经耀眼的星。

宁夏博物馆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宁夏启动境外旅游
达人采风踩线活动

赣宁合作
推动深度旅游协同发展

4 月 8 日，软木画传承人吴奕红（右）在福州大学
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开幕式上介绍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福州软木画。

当日，以“传承文化根脉 点亮奋斗青春”为主题
的福州大学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开幕式在福建
医科大学旗山校区举行。现场举行了非遗传承人与
高校社团结对子、非遗艺术展演、传统文化讲座等多
项活动。

新华社发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中国文联 7
日在京启动 2023年文艺名家宣讲活动，摄
影家李舸、舞蹈家黄豆豆、导演李伯男重
点宣讲艺术实践中守正创新、攀登高峰的
心得体会。

3 位文艺名家分别围绕“守正创新，
用中国式摄影语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
人民而舞”“我在新时代的春风沐浴下成
长”的主题，结合个人成长经历和文艺创作
实践，谈政治站位、艺术理想、修艺修德。

文艺名家宣讲是中国文联开展文艺
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项目，自 2017
年以来已在 40多个城市和单位举办。本
场宣讲活动后，中国文联还将组织文艺名
家赴各地巡回宣讲。

当日，中国文联和中央戏剧学院签署
协议，将合作开展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
行风建设共建工作。

中国文联启动2023年
文艺名家宣讲活动

金戈铁马预旺城
张 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