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近日，宁夏秦腔剧团演员们来
到中宁县德盛村开展“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活动，让村民
在家门口享受丰富的文化盛宴。

德盛村是自治区“十一五”时期从隆德县搬迁而来的
易地扶贫生态移民安置村，村民在隆德老家就爱“吼”秦
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驻村工作队在了解到村民切实
需求后，积极和村“两委”谋划协商，邀请宁夏秦腔剧团来
村开展“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活动，并联系自治区文化馆
工作人员对村民在秦腔唱法、舞台把式、着装规范等方面
进行专业指导，进一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让驻村帮扶深入人心。

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依次登场，与
村民秦腔爱好者同台演出，台下村民看得津津有味。演出
结束时，全场观众大声鼓掌叫好，大家纷纷表示意犹未尽。

“这次驻村工作队把宁夏秦腔剧团请到家门口，不仅让我们
零距离欣赏到精彩的秦腔演出，还在专业秦腔演员指导下
同台演出，大家过足了戏瘾。”德盛村秦腔爱好者马爱霞说。

据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把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更多的村民家门口，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束 蓉）近日，由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历
时两年创排的原创话剧《行走的太阳》在西夏区漫葡小镇
首演。该剧由王卫欣燚担任导演、编剧，青年演员白建华、
张梦雨、谢启鑫等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西海固地区一名
基层教育工作者，从小放弃自身梦想，留在农村支教，通过
教育帮助更多的孩子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

据主创团队介绍，在创作过程中，团队深入西海固地区
创作采风，先后改稿近 10次，最终呈现给观众一场精彩演
出。该剧弘扬主旋律，助力乡村振兴，体现了宁夏各族干部
群众在乡村振兴、教育扶贫新征程上的拼搏精神，及他们敢
为人先、开拓创新的不变初心。观看首演的观众们认为，剧
中人物怀着对教育的无比忠诚，对学生的无比疼爱，甘受清
贫而无怨无悔，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守护乡村教育基石。

近年来，宁夏艺术职业学院聚焦重大题材，关注现实
生活，倡导社会正能量，先后创作了话剧《又见张子华》《农
历》《行走的太阳》，以及文旅演艺《只此宁夏》《禹德礼赞》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故里·烟火人家》和舞剧《那一抹
绿》《那山那海》等经典剧目。

宁夏秦腔剧团开展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

原创话剧《行走的太阳》
在银首演

《史记》的译介

《史记》的海外传播

命运多舛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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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统技艺
织入情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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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卫市级传统美术非遗传承人沈玉桂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古法地毯造型设计图。

千百年来，黄河文化浸润出的中卫地毯工艺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地域特色，世世代代传承至今。
近年来，此项手艺纳入传统美术的非遗传承类别，65 岁的沈玉桂现为宁夏二级工艺美术大师、中卫
市民间传统技艺大师（地毯设计）、中卫市级非遗传承人。

中国地毯纹样有着极其古
老的传统民族特色，其主要特征
表现为：花纹对称、层次明快、满
地铺花、繁而不乱、高贵典雅；配
色以花为彩色，叶为素配，彩素搭
配方式设计而成。因其丰富的艺
术内涵，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价
值和珍藏价值。

沈玉桂介绍，地毯的图案主
要分三类：写实纹样为主的传统
图案、几何纹样组成的地毯图
案、藏式地毯图案。中卫及邻近
地区盛产的优质羊毛，是地毯生
产的主要原料。选用该地出产
的羊毛编织的地毯毯背挺实，毯
面平滑，手感丰满，富有弹性，质
地精良，保暖性强，舒适耐用，而
地毯图案专业绘制分工的出现
使得地毯工艺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从此地毯的艺术效果可以通
过图纸的绘制形式来体现，一块
成形地毯的基础是图案设计和
大样的绘制。

记者在沈玉桂工作室看到，
她将大幅绘图纸铺在地上，用铅

笔起形，修改，反复数次后，再根
据所需尺寸绘制于专用地毯米格
纸上，并用专业符号分布出图案
纹样区域。核对无误后，最后将
所需毛纱色号对应标注。“这相当
于地毯的‘施工图’。”沈玉桂
说。从业以来，沈玉桂绘制设计
的地毯图案，远销国内外，得到大
家的青睐和好评。2015年，沈玉
桂所绘制的地毯荣获中国民间工
艺金奖；2022年 3月，在“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宁夏视
频展播中，作品荣获二等奖。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地
毯图案设计也由当年的纯手工绘
制逐渐演变为电脑绘制。沈玉桂
认为，虽然智能制造提高了地毯
的生产效率，但手工绘制的灵活
技法和手艺人常年积累下来的美
学功底是科技难以复刻的，希望
相关部门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激发从事地毯图案设计
人员的积极性，改善中卫传统地
毯图案设计即将面临后继乏人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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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作为工艺美术中的一个品种，主
要工艺特点是艺术与技术的有机统一。

1980年，沈玉桂到中卫县地毯厂工
作，进厂后，带她的陈师傅看她悟性高，
手脚勤，悉心教导并让她从事地毯图案
绘制设计。“早年间老手艺人在织作地毯
时是不用图纸的，全凭老师傅言传身教
和个人悟性。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地毯
开始规模化生产，旧有的传承学习方式
逐渐消失，出现了地毯图案设计绘制的
工序。”沈玉桂回忆，她的师傅们传承技
艺始于青海地毯艺人金海，传承至她已
有八代。

在多年生产实践中，沈玉桂熟练掌
握了不同品种地毯图案的设计风格，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地毯图案绘制与设计开
发的技术和经验。近年来，她紧跟时代
步伐，设计绘制仿古床毯 30余幅，各类
小毯 60余幅，古纹地毯、壁挂百余幅。
随着私家车增多，她还根据车主要
求，改良创新部分车坐垫、榻榻米毯
等。创新设计的同时，她对老式
地毯进行翻新，单独纹样 200余
幅，其中为自治区成立 40周年
大庆设计制作的壁挂《六盘
山》被相关单位收藏；《高庙
旭日》高档艺术壁挂毯曾

作为见证中外友谊的政府赠品。闲暇
时，沈玉桂还整理编写了地毯工艺十几
道制作流程，编撰成《中国民间工艺集
成》出版。

地毯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主要取
决于地毯图案设计师的个人艺术修养、
技法的扎实程度及对中国传统图案纹样
的深度解析能力。地毯图案形式多取材
于自然景物纹样、传统民间纹样、中国古
建筑窗雕、椽绘纹样、几何纹样等，地毯
图案设计师需要掌握多方面的专业知
识，除织造工艺和材料环节，单纯从纹样
的形式来说，需要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流派的审美标准，既
要做到继承传统，又要力求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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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俄罗斯学者在编撰
《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时，翻译了《史
记》中的“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自
此《史记》便与俄语结下不解之缘。

苏联时期，汉学家越特金多次访问
中国，并与中国的史学家们进行深入交
流。在这一过程中，这位国际友人雄心
勃勃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翻
译《史记》，这个决定伴随了越特金的半
生。1995年，越特金离开人世，这时《史
记》的俄译本尚有最后数章没有翻译
完。所幸越特金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
遗愿，终于在 2010年将《史记》俄文全译
本悉数出版。越特金的墓碑上写着“史
记大义，俄人知矣”。也许，越特金正是
司马迁所说的“传之其人”中的一员吧。

《史记》的译介是英语汉学史一大
盛事。这部史学巨著，全书 130篇，汉字
52万余字，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
汉武帝太初四年间 3000多年中国历史。

20 世纪上半叶，一些《史记》中的

单篇列传被英语世界翻译后，这个古
老、辉煌、伟大的东方国度浮现在异域
读者的视野中，那些英雄的故事令全世
界读者神往。

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语言，
英语与《史记》之间的缘分已有数十年
之久，其中又以美国知名汉学家、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教授倪豪士
的译介最引人关注。

近 80 岁的倪豪士，沉浸汉学六十
载，精研唐代文学，并从 1989年起主持
《史记》英译，笔耕不辍。他集结大量中
外专家，开始了翻译《史记》的漫漫征
程，试图在译出那些古老名词的同时，
展示《史记》的风采。

倪豪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截至
目前，《史记》已译介 106篇。这位知名
学者期望，英译本全本《史记》能在未
来 3 到 5 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禁
让人想起那句中国名言：“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据《海南日报》）

传播中国文化的辉煌和浪漫

《史记》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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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部发愤而作的巨著会
有这么大的影响。司马迁当时只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是斗转星移之间，《史记》早已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班固对《史记》倍加赞赏，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鲁迅的“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一语中的。明代士人称“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
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
即欲养士”。汉代气象“究竟雄大”，不同时期的人品读这些气撼河山的人物传记，都能感受到华
夏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史记》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
世界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一道桥梁。

▼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
书影。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司马迁的
《史记》并非刚一问世便引起重视，乃至
誉满神州的。当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
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
迁及其祖辈爱好黄老之学，所著《史记》
中也多有与所谓“《春秋》大义”不甚相
符之处，入不得“方家”之眼。更何况，
对汉武帝来说，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因为
替李陵辩解而被处大辟之刑，却又“贪
生怕死”以腐刑保命的官员。

可是，这岂是司马迁贪生怕死？“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
之所趋异也”，若不是要修这样一部史
书，也许他当时便会选择引颈受戮。可
是，司马迁知道自己有责任去写一部通
史，也一定会写好一部通史。父亲司马
谈去世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

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
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
马迁须臾难忘。

于是，便有了《史记》。《史记》中的
每一篇都是司马迁的血泪。但是在汉
武帝一朝，司马迁倒未必敢将其公之于
世。有人据此推测司马迁在世时可能
有两部《史记》，一为正本、一为副本，副
本当时用来传世，而正本则静静等待面
世时机。在汉宣帝前，流传于世的版本
应该是副本。

汉宣帝执政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
发现了先祖遗留下来的竹简，里面记载
的尽是古往今来之事，便将其献于汉宣
帝。至此，司马迁《史记》的正本方重见
天日，副本便渐渐没人提起了。如今，
《史记》的副本还能不能找到，已成千古
谜案。

《史记》的海外传播最早从东亚一
带开始。隋唐两代，日本曾派多批遣隋
使、遣唐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史
记》开始走出国门。

《史记》在日本一度是“官员考试必
备书”，不仅有志成为官员的学子们要
读，就连皇室贵族也必须学习，《史记》
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深远长久。《史记》在
朝鲜半岛的传播也有悠久的历史。由
于朝鲜半岛一直与中国接触密切，《史

记》传入时间可能比日本更早。在唐代
编撰的《北史》中，就已经记载“书有《五
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其中，
《史记》就是“三史”中的一“史”。

朝鲜半岛最著名的两部史书《三
国史记》和《高丽史》，都参照了《史
记》的体例。此外，在书中一些篇章的
结尾处，还有类似《史记》中“太史公
曰”的评论，更是表明了其与《史记》
的渊源。

日前，作为“2023 上海旅游节”系列活动之
一，豫园商城 2023“仲秋月神游”活动正式启幕。
即日起至 9 月 28 日，游客可在中秋主题的互动场景
中，游园赏月，欣赏演出，参与互动，共赏古风佳节浪
漫，共享传统文化之美。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罗安达电“你好，北京”文旅交流活动日前
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开幕。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主办，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支持。

活动由“你好，北京”摄影展和中华美食文化节两部分
组成：摄影展围绕“首都、古韵、新貌、人文、生态”五个主
题，展示了 80幅优秀摄影作品；美食文化节邀请了北京两
位高级厨师，向参加活动的安哥拉民众展示了中华面点、
老北京经典小吃的烹饪技艺及摆盘样式。

参加活动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罗安达省委代理书
记佩雷拉表示，“你好，北京”摄影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期待看到更多安哥拉和中国城市间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互
动，这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两国友谊”。

本次活动的摄影展将持续至 9月 23日。“你好，北京”
文旅交流活动近期还将在卡塔尔、摩洛哥两国举办。

“你好，北京”文旅交流活动
在 安 哥 拉 展 示 北 京 风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