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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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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五十一）

海宝塔，位于今银川市兴庆区民族
北街海宝公园的海宝塔寺内，又称赫宝
塔、黑宝塔。因其与银川市西的承天寺
塔遥遥相对，俗称北塔。那么，海宝塔
建造于何时呢？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
弘治年间编纂的《宁夏新志》：“黑宝塔
（即海宝塔）在城北三里，不知创始所
由。”《万历朔方新志》卷三·寺观记录：

“黑宝塔，赫连勃勃重修，有古台宝塔。
在振武门外，东向。离城三里许。”清乾
隆年间，《重修海宝塔记》记载：“旧有海
宝塔，挺然插天，岁远年湮，面咸莫知所
自始，惟相传赫连宝塔。”赫连指的就是
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创立者赫连勃勃，
他于公元 407年创建大夏国，431年被吐
谷浑所灭，存国仅 20余年。根据史料判
断，北朝佛教的传播和译经活动一度达
到了高峰，海宝塔寺和海宝塔应建于这
一时期十分重佛的后秦。到了大夏国
建立时，海宝塔已受到严重损坏，赫连
勃勃进行了重修，所以又称之为赫宝塔
或黑宝塔，后转音为海宝塔。现存塔体
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重新修建
的。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数次加固
维修。海宝塔整体为楼间式，全部使用
青砖砌筑，共九层十一节，通高 53.9米，
平面呈正方形，四壁出轩，每边正中设
卷门，并略向外凸出。外形线条清晰，
棱角分明，塔顶为绿色琉璃砖贴面的桃
形四角攒尖式塔刹，是一座典型的汉地
佛教与藏传佛教建筑形式相互借鉴，并
吸收伊斯兰传统建筑风格而修建的佛
塔，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海宝塔内
有木梯可以盘旋上登至第九层，登高远
眺，西向巍峨壮丽的贺兰山，东面奔腾
不息的黄河水，银川平原的山水美景一

览无余。千多年来，海宝塔寺
和海宝塔一直是银川平原重
要的佛教文化景观，历代文人
游览吟咏诗作也多有流传。

其中代表性的有明代孟霦的《黑宝塔
诗》《游黑宝塔寺》、罗凤翱的《海宝塔二
律》、清代王都赋的《古塔凌霄》、现代董
必武的《海宝塔》等。孟霦的《黑宝塔
诗》是两首五言律诗：

其一
春日暄晴野，深林隐化城。
群贤修禊会，三月踏青行。
贝阙浮香气，松门袅笛声。
今朝恣宴乐，忘却塞垣情。

其二
地僻僧无事，东风生绿苔。
石堂开树杪，宝塔出山隈。
小径围棋坐，平原射雁回。
归途知不远，一任晚烟催。

这两首诗选自《嘉靖宁夏新志》
卷二“宁夏总镇·游观”。第一首诗着
重描写了春日塔寺周围的美好景象
及当时的世俗民情；第二首诗抒写了
海宝寺远离尘嚣、寂然幽静的情景，
诗人给出了一幅与友人踏青，或小憩
对弈，或平川射猎，乐而忘归的悠闲
画面，意境空阔，诗味浓浓，引人入
胜。孟霦于嘉靖十七年（1538 年）任
宁夏督储河西道，这是一个隶属于总
兵的主管兵备事务的官员，但他“工
于诗”，在宁夏写了不少诗作，对宁夏
明代的文学发展有一定影响。有关
黑宝塔的诗，他就写有四首，另有《游
黑宝塔寺》两首见于《嘉靖宁夏新志》
卷七“文苑志·诗词”。

明万历元年（1573年），罗凤翔任宁
夏巡抚，他在宁夏八年，最终卒于任
所。他写海宝塔的诗作是《邀总戎张东
山饮海宝塔二律》，为五言律诗：

其一
黄华方烂熳，邀我过湖濆。
特地法台迥，干宵宝刹分。
塔肩悬镜影，水底映星文。
挥赏迟旋马，玄思到白云。

其二
寺古台亦古，秋高兴具高。
赏心来梵宇，听偈拂尘袍。
鸥鹭湖波适，牛羊草径嚣。
菊英把玩处，甲胄息焦劳。

这两首五律选自《万历朔方新
志》。从题目看是邀请总戎张东山在海
宝塔宴饮的诗作，但内容却有“邀我过
湖濆”一句，与题目相矛盾，这里暂且不
去管它。总戎就是总兵，应是驻扎宁夏
的军事长官。东山，可能是表字，没有
具体说明是谁。查阅《万历朔方新志》
职官名录，与罗凤翔同一时期前后在
宁夏任总兵的只有张杰和张臣两位张
姓总兵，他们都是名将，但不知是其中
的哪一位应邀与巡抚“大人”宴饮。在
佛寺设宴饮酒，在明代可能是一种风
俗，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嘉靖年间
任宁夏巡抚的杨守礼就曾写诗描述他
与官员们在承天寺饮酒的场景。就是
放在今天这也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是
佛门净地，哪里容得下酒肉。第一首
诗主要对高耸“干宵”的海宝塔进行了
描述，塔影湖水，骑马游观，引发幽
思。第二首诗对寺院及其周围秋日景
色融入情思作了抒发，赏菊消疲，感觉
很是尽兴，诗中没有提到宴饮的情形，
重在赏花观寺，十分含蓄，这也许是诗
人的高明之处。

到了清代，海宝塔在康熙和乾隆
年间曾两次遭遇地震，毁坏严重。乾
隆四十三年（1778）进行了重建，塔身
恢复后，凌空入云，气势依然，成为
清代宁夏八景之一的“古塔凌霄”。
当时的诗人多有歌咏，如乾隆时宁夏
贡生王三杰、举人赵廷桂以及生平事
迹不详的诗人王都赋、徐乃雄等都写
有 同 题 诗《古 塔 凌 霄》。 其 中 宁 夏
（今银川市）人王都赋的一首七律比
较有代表性：

物外抬堤大野环，客来浑自敞心颜。
风铃几语兴亡事，宝塔遥传晋宋间。
极塞山河相拱揖，诸天云日总幽闲。
劫余正喜尖重合，努力凭高试一攀。

这首诗选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
十一“艺文·诗”。海宝塔重修后，再
次成为宁夏的一处著名景观，作者由
塔铃怀古切入，抒发了对海宝塔重现
昔年风采的喜悦心情。新中国成立
后，海宝塔得到了更好的维修保护，
1961 年 3 月，海宝塔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这
座千年古刹重新焕发出光彩。1963 年
10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宁
视察工作，抽暇登临海宝塔顶，俯瞰
银川，满怀深情，写下了一首《海宝塔》
的诗：

银川郊北赫连塔，高势孤危欲出云。
直以方形风格异，由于本色火砖分。
登临百级莫嫌陡，俯视三区极可欣。
田野农民皆组社，庆丰收亦乐清芬。
诗情诗景，自然流韵，诗人情怀，尽

在其中，无须在此过多解读。
海宝塔所在地曾经是一片湖泊，海

宝塔就坐落在一个绿岛上。每逢农历
七月十五，人们乘舟过湖去赶庙会，十
分热闹。解放后因为填湖造田，湖水
消失了，最终形成了大片荒地，海宝塔
的挺秀峻峭也因此掩隐在了荒芜与败
落之中，一度倍感凄清。2010年，银川
市环绕海宝塔寺建成了一座占地面积
216 公顷，其中绿化面积 120 公顷、水
域面积近 97公顷的大型开放式公园——
海宝公园。园内绿树环绕，亭台湖桥
相映成辉，传统风格和现代设计、人造
景观与自然风光有机地融为一体，身
处 其 间 的 海 宝 塔 也 迎 来 了 辉 煌 时
刻，在现代湖光水色的映衬下傲然
挺立，更显得气韵沧桑、雄浑肃穆、
卓尔不群。

海海宝塔宝塔
张 嵩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
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在鄂尔多斯市
开幕。

全国舞蹈展演是舞蹈领域的国家级艺术盛会，近 40年
来已举办 13届。本次展演共收到报送的 860个舞蹈节目和
36部舞剧、舞蹈诗，经专家遴选，最终选出 70个优秀舞蹈节
目和 13部舞剧、舞蹈诗参加展演，共有来自 30个省（区、市）
的单位参演。参演单位和作品数量逐年增多，艺术质量稳
步提升，体现了近年来我国舞蹈艺术良好的发展态势。

（据《人民日报》）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中蒙联合考
古项目“古代草原考古遗存研究”已在蒙古国启动，首批4名中国
考古工作者已抵达考古现场。

此次考古项目的启动，旨在对蒙古国高勒毛都 2号墓
地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考古周期为 2个月，中方将先
后派出 2批考古人员参与其中。

高勒毛都 2号墓地是蒙古国一处大型匈奴贵族墓地，
位于该国西部后杭爱省境内。2017年至 2019年，河南省考
古工作者与蒙古国学者对此开展联合考古。这是中国考古
队首次在蒙古国境内开展的匈奴贵族墓葬考古项目，也是
近年来蒙古国最大的国际考古合作项目。

中蒙考古工作者对高勒毛都 2号墓地重新调查后确认，
该墓地墓葬总数达到 571座，是蒙古国境内墓葬数量最多、分
布最密集的匈奴贵族墓地。两国考古工作者联合发掘了编号
M189和M10两座不同规模的甲字形墓葬及相关附属遗迹。

发掘结果表明，M189墓主为匈奴贵族成员，下葬年代
在公元前 49年至公元 72年之间，墓葬曾遭到严重破坏。出
土器物中既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马饰、带饰，也有来自中原地
区的漆木器、玉器、铜器等。

M10在规模上属于已发掘的最小甲字形墓，保存完好，
墓主为匈奴贵族成员，下葬年代在公元 66至 130年之间。
出土器物中有一套完整独角兽纹饰的银马饰、部分生活用
陶器和铜器，另外有西亚风格的金饰和来自中原的玉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座墓葬的随
葬品都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混合的特征，说明欧亚大陆文化
交流对匈奴贵族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中国新闻网）

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举行

中蒙两国重启高勒毛都
2号墓地考古发掘工作

新华社厦门电 由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
的“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活动第五场近日在厦门举办。

台湾成功大学名誉教授王三庆与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
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专家组组长陈耕教授以“维系海内外的共同心声：从闽南歌
谣到歌仔、南音和戏剧”为主题展开对谈。

王三庆与陈耕深度畅谈两岸民间音乐和戏曲。他们
以实物展示，从当代研究新发现谈起，介绍素有“中国音
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南音在两岸的创造性新发展，深
度对谈各自对歌仔及歌仔戏的见解，回顾与展望两岸民间
艺术的交流合作历史、现状及趋势，进而谈及非遗的保护与
传承议题。

王三庆表示，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大家追溯闽南文化
的历史，更好地认识、传承闽南文化。

“闽南语是汉语的一个支系，语言是一种维系海峡两岸
情感连接的重要力量。”王三庆说，“不管是歌谣，还是歌仔
戏、南音，它们都是闽南语的表现形式。它们从形式到内
容，都展现了我们祖先早期的衣食住行的状态，都是我们的
文化根底。”

陈耕认为，两岸戏曲的交流与非遗保护对两岸民间艺
术合作发展的影响深远。

“从闽南语到歌仔戏、南音，这些闽南文化都是中华文
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它们发展的源头。”陈耕说，“闽南
的歌谣，闽南的方言，闽南的戏曲，这些都是维系两岸乡情、亲
情不可割断的纽带。”

两位学者特别强调两岸民间艺术交流合作的重要价值
及现实意义，期待未来两岸民间艺术交流合作继续深化，让
中华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中绽放璀璨光彩。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由厦门大学与中华文
化学院轮流举办，邀请大陆和台湾学者就同一议题展开深
度对谈。本次活动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

“两岸学者面对面”共议闽南文化
首届 乡 村 儿 童 艺 术 嘉 年 华 以

“在艺术的田野上一起奔跑”为主
题，通过打造独具特色且有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项目，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推动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断缩
小城乡孩子之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差
距，让更多基层孩子享受到优质艺
术文化的滋养。

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 卢 映 川 表 示 ，首 届 乡 村
儿 童 艺 术 嘉 年 华 活 动 旨 在 让 乡
村 的 孩 子 享 受 高 质 量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扩 大 和 提 升 面 向 儿 童

的 文 化 产 品 和 服 务 供 给 ，推 动
儿 童 友 好 城 市 和 乡 村 建 设 ，非
常 有 意 义 。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介
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儿童青少
年戏剧的中国国家队，肩负着国家
儿童戏剧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责
任。‘首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是
我们与县域文旅产业的首次深度合
作，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参与乡
村振兴、践行一切为了孩子服务宗
旨的创新实践。”

在火热的7月，中国儿艺将有230多

人次来到光山演出、创作；有 3部经典
作品在光山演出 9场；有 8部出自“绽
放·启航”孵化项目的短剧演出 24
场；有 2 个不同特色的戏剧教育工作
坊和 2 个美育讲座；有十多位来自中
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的戏剧专家在此
召开研讨会。这其中，最具深远意义
的是中国儿艺的艺术家们以光山本
土的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为土壤，为
光山的孩子创排了《灯火》和《少年司
马光》两部独属于光山孩子的“种子计
划”作品。

冯俐表示，“这两部作品的两组编
剧、导演、舞美设计、人物造型、作
曲包括戏剧教师，都是国内儿童戏
剧界的顶级、优秀艺术家，而这两
部作品的演员，将全部由光山县的
中小学生和部分老师担任。这也
是中国儿艺‘新时代种子计划’的
初衷：即把属于当地的文化元素进
行艺术赋能，培育成熟之后再种回
当地，让这一颗颗艺术的种子在属
于自己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在当地
一代代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开花、
结果。”

（据人民网、央广网）

首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开幕

为乡村播撒艺术的种子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产业发展司，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信阳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主办、光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乡村儿童艺术嘉
年华”在河南省光山县文化中心开幕。

《三个和尚》剧目现场。

开幕式现场。（中国儿艺供图）

黄河流域发现长达百万年
连续古人类文化遗存

近日，在由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人
民日报社、陕西省委网信委联合指导的“盛世
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启动仪式上，陕
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发布陕西黄
河流域旧石器时期考古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9-2023 年，在黄河西岸，及其支流无
定河、北洛河等流域，新发现 150余处旧石器
遗址，多样化的石器技术面貌，展现了距今 70
多万年至1万年前后古人类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的生存画卷；

2021-2022年，在南洛河流域首次发掘揭
露出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发现了距今110多
万年至 3万年左右长达百万年、基本连续的古
人类文化遗存；

2022-2023年，在石川河流域首次发现旧
石器遗址，填补了渭北中部广大区域旧石器遗
址分布的空白。特别是在其中的庙沟遗址，发
现了一处包含丰富石制品，距今60多万年至3万
年前后的典型黄土剖面，将该地区古人类的活

动上溯至距今约 60万年前。在朱黄堡遗址，

发掘出土了 7000余件石制品，表现出很强的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过渡性”特点，为构

建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序列，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过去，陕西曾发现了蓝田人、大荔人、黄

龙人等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基本构建起了中国
百万年以来比较完整的古人类演化链条。”
罗文利说，“上述新发现，为黄河流域远古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该地区古人
类石器制作技术表现出的连续发展、一脉相承
的显著特点，更加有力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不
间断的人类发展史。”

（据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7月10日，参观者在东汉摇钱树展柜前驻足观看。
当日，“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

展”在位于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
全国 13 个省市 41 家博物馆的精品文物 180 件，其中一级文
物 64 件。展览以三星堆遗址、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海昏
侯墓、金沙遗址、朱然墓、隋炀帝墓、“长江口二号”沉船等
34 项重大考古发现为依托，实证新石器时代至今“从长江走
向海洋”的交融历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