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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博物馆的咖啡厅里，4 位身穿旗袍的
婆婆举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分享彼此拍摄的文物“靓
照”。“我们之前互不相识，是在逛博物馆时结识的，
现在已经成了闺蜜。如今，每周相约打卡博物馆是
我们退休后最开心的事。”婆婆们鬓发斑白，却神采
奕奕。

随着越来越多“银发族”走进博物馆，许多博物馆
在设施、服务等方面不断改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作为
公共文化机构的功能，丰富滋养着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

为了关怀“数字鸿沟”前手足无措的老年人，在故宫博
物院、苏州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年满 60周岁的老年人不
用网上预约，持老年证、身份证可直接登记进入。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活到老，学到老”，老年
人也可以享受皓首穷经之乐。宁波博物馆的“颐和”银龄
课堂，结合节令推出了系列活动；浙江博物馆的“老有所乐
在浙博”系列活动，则推出了“巧手剪纸 传承非遗”“初冬
日绘百花”等项目。

不少老年观众是博物馆的“忠实粉丝”，他们活跃在服
务前台、讲解预约处，或指引观众，或维持秩序，或整理书
籍……以志愿者的身份深度体验博物馆文化。广东省博
物馆目前 50岁及以上的女性志愿者有 91名，55岁及以上
的男性志愿者有 8名。自 2022年 1月 1日至今，他们服务
总时长 17170小时，提供志愿讲解 1904场。

对老年人来说，博物馆可以是老年大学、手工活动
室、交友交流的平台，更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帮
助“银发族”过上老有所学、老有所得、老有所乐的“乐龄”
生活。

（据《光明日报》）

觅迹三清观
张 嵩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六十三）

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史料在“艺
文”“词翰”编中都有当时官员、文人
描写宗教场所的诗文记载。其实，
这些场所在他们眼里已不单单是举
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更多的则是一
种历史文化景观，是追思怀远、寄托
情怀、抒发感慨的对象。在留存下
来的大部分诗词中宗教色彩反而是
很淡的。如明代朱秩炅的《高台寺
八咏》、杨郁的《石空古寺》、杨守礼
的《游 承 天 寺》、孟 霦 的《游 黑 宝 塔
寺》，清代刘芳猷的《雨余登无量台》、
李若樾的《老君台》、朱亨衍的《重游
灵光寺》、黄恩锡的《朝发白马寺》等
等，多是抒写山光景色，而无香火缭
绕 。 这 些 诗 只 是 以 佛 家 寺 院 为 意
象，说明自北魏隋唐以降，佛教在宁
夏还是比较兴盛的，佛寺林立，历朝
历代都有遗存的文物古迹可寻。历
史上写佛教寺院的诗多，而写其他
宗教寺观的却不多见。凡事都有例
外，在明代就有以道观为题而作的
诗，这里列举两首，一首是见于《弘
治宁夏新志》卷八“杂咏类”所载明初
金幼孜的《游三清观》，另一首也是
《弘治宁夏新志》卷八“杂咏类”所载
明庆王府仪宾路升所作的《三清观
闲步》。

金幼孜的《游三清观》是一首七律：

乘闲偶过三清观，幽绝都无尘俗情。
入门喜见青松色，绕户还闻流水声。
鹿过瑶台秋草合，鹤归幽径晚烟生。
可是道人偏爱客，焚香还与坐吹笙。

金幼孜是什么人，先来看一看《万历
朔方新志》卷二“国朝行边”对他的记载：

“金幼孜，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
大学士。永乐间，持节使庆府，遍历幽
胜，多所题咏，耆旧尚能道其事。”原来
金幼孜是朝廷重臣，受皇帝委派曾到宁
夏册封庆王府中安化郡王和真宁郡王的
王妃。查阅《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
第三十五金幼孜条：“三年持节宁夏，册
庆府郡王妃。所过询兵民疾苦，还奏
之。帝嘉纳焉。”“三年”指的是明宣宗宣
德三年，即 1428年，而不是永乐年间。朝
廷权高位重的辅弼大臣到宁夏来是一件
大事，自然受到很高的礼遇，公干之余，
遍游宁夏山水，加之他又很有文采，是一
位诗人，所到之处多有题咏，许多年后还
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从他遗留下来的
《将至宁夏望见贺兰山》《至宁夏》《九日
宴丽景园》《出郊观猎贺兰山》等诗作就
可得到印证。《游三清观》这首诗记录了
宁夏三清观当时的真实景象：地处幽静，
了无俗尘；松树掩映，流水潺潺；瑶台布
满秋草，小径轻起烟岚，竟有几分仙界的
味道。道人焚香吹笙，当是迎接他这位

尊贵的“客官”。诗作娓娓道来，仿佛在
徐徐展开一幅悠闲自在的画图，描摹出
了道家的清静自然。

再看另外一首路升的七律诗作
《三清观闲步》：

化人灵景塞城南，暇日来游一驻骖。
花点石屏苔欲破，池开萍影树长涵。
无心闲看云归洞，有意还将草结庵。
念我平生慕仙道，坎离玄妙向谁谈。

这首诗写的有点意境，中间两联不
仅对仗工整，而且文采飞扬，暗含意蕴。
看来作者也是懂道之人，苦于没有寄托之
处，一句“坎离玄妙向谁谈。”道出了人生
的无奈，也表明了自身的清高。路升是庆
王府的仪宾，也就是王府郡主的夫婿。从
他的诗来看，明显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明庆王朱旃撰写的《宁夏志》卷上
“寺观”条目有“三清观”的记载：“三清
观，居城外巽方。予因病而建立者。”据
此可知，三清观是庆王有病，为祈求身体
安康而出资在宁夏府城的东南面修建
的。《宁夏百科全书》也有记载，并且对宁
夏的道教传入有交代：“宁夏道教最早见
于史料的是 1081年，宋军对西夏大举进
攻时，史载‘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道
教在西夏时期的灵州已有流传。据《嘉靖
宁夏新志》载明代宁夏已建有清宁观（今
银川振武门内大街东）、三清观（今银川南

薰门外东南，庆靖王建）。”其中对三清观
的位置也说得比较清楚。金幼孜、路升
到三清观看似游览并留有诗作，其实是
为庆王脸上“贴金”的，因为这座道观是
庆王“建立”的。自此以后再就很难见到
有记载写三清观的诗作了，到了明后期
或进入清代，这座位于南薰门外的幽静
道观也许早已颓圮不存了，如今几百年
过去了，更是踪尘难觅、痕迹全无。

顺便补充几句，以三清命名的道观
遍布中国各地。三清，即道教体系中地
位最高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
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也是
道家哲学“三一”学说的象征。《道德经》
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道家认为一化为三，三合为一，

“用则分三，本则常一”，后来道教籍以此
衍化出居于三清胜境的三位尊神。宁夏
现有两座比较有名的“三清观”，一座位
于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进入
苏峪口森林公园正门，沿景区道路蜿蜒
西行约 6公里，便会看到路西的缓坡上有
一座朱墙灰瓦的仿古建筑，这就是三清
观。据说，该观早在西夏就有了，只是到
了近代，由于年久失修只剩下了断壁残
垣，2003年重新进行了修建。另一座位
于银川市贺兰县境，名为“洪广营三清
观”，是上个世纪 90年代修建的。

人文关怀的温暖不仅在台上，也
在台下。

10 月 6 日晚，保利剧院里，谭盾
以双手挥起中国爱乐乐团的交响波
澜，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钢琴家孙
佳依、大提琴家聂佳鹏各自将手中的乐
器化作电影《卧虎藏龙》《英雄》《夜宴》
中的一位主角，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中
挥洒出淋漓尽致的快意江湖。

观众席中，85 岁的张世毅、93 岁的
朱美逖等 10位多年佩戴助听器的老人格
外专注，那样动听而立体的声响，已经太久
没有如此亲近地拥抱他们。

“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
人能重新走进剧场或者电影院。”张树荣说。
艺术无门槛，对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听障人
士同样不该被婉拒于大门之外。新技术的应
用平台借助音乐的力量率先搭起，在公益惠
民的路上，艺术与科学再次顶峰相会。

（据《北京日报》）

莫言还谈到，“我们写了很多作品，我
们编了很多戏，有很多很多的画，有很多的
音乐、歌曲，什么样的才能广泛传播，被世
界所认可？毫无疑问就是精品。”

莫言以东西方文化巨匠汤显祖和莎
士比亚为例。汤显祖凭借《牡丹亭》等经典
著作，在东方剧坛享有崇高地位，有“东方
的莎士比亚”之称。而两位伟大的作家虽
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在同一年去世，且各
自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17年，在莎士比亚诞辰 453周年之
际，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花园内立起了一尊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合体塑像，而另一
尊同样的塑像则矗立在中国抚州市汤显祖
纪念馆，两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跨越时空

“相遇”，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莫言认为，“这样一种文化的交流，意

味深长。”给后人带来的既有鼓励也有启
示，即“我们不要贪多求大，我们还是要写
得好一点，写得精一点，为了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尽
自己的微薄之力。” （据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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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莫言在 2023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论坛上发表演讲。莫言表示，“文化交流，
首先就是要‘走出去、请进来’，把人请进
来，文化才能交流起来。”

作为一名作家，莫言见证了几十年来中
国当代文学的“出海”之路。一批优秀的文
学作品通过译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
窗口，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莫言认为，上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
文学开始受到关注，一些作品被翻译并走
出国门。此后，中国文学与电影挂钩，如莫言
的小说《红高粱》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苏童
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
笼高高挂》。这样一批中国作家的小说被
改编成电影后，到西方上映并赢得西方电
影节的奖项，引起了翻译家的注意，他们找
来原著小说，将这些小说翻译出来。

近年来，一批年轻的汉学家成长起来。
他们对于文学的判断，对他们要翻译的文学
作品的判断越来越回归文学的本来意义。

莫言表示，最近十几年来，我们除了
文学翻译作品数量上比过去大大增多，被
选择的这些作品在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
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作家
的作品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已经占有了一
个重要的位置。”

“文学为什么能够被翻译？”莫言
认为，这“源于它的共同价值，人类文
明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的共
同价值。”如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
夫，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背景
不同、信仰追求不同，但他们笔下的名
著《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都是
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也是世界文学的
经典。

“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肖洛霍夫，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读者读了这样的作
品会受到感动？因为这些作品中包含
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的命运、人的情
感、人的感情模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及对于邪恶丑陋的仇恨或者是恐
惧等等。只有文学作品反映了人类的
本质，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走向世
界。”莫言说。

作为一名作家，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
流过程当中，首先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
要使作品具备被世界认可的价值，然后再
谈其他。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被翻译而写作，
我们也不是为了被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而
写作，”莫言进一步阐述，“作家为什么写
作，有很多的答案。但是我想作家为了自
己的内心写作，是每一个作家都不会反对

的。作家为了读者而写作也是大家都认
同的。当然这个‘读者’是一个群体，这
个‘读者’是一个概念，这个‘读者’并不
具体化，所以你心里面有‘读者’，然后充
分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价值
观念。如果你的内心需求、价值观念是
跟大多数人民的内心需求和价值观念是
一致的，那么你的作品就具有了广泛的
代表性。”

叁

▲莫言在 2023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上发表演讲。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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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资料图片）

北京国际音乐节尝试新玩法
古典音乐深度融入城市生活

当下的城市需要怎样的古典音
乐？这个常问常新的话题，随着第
25/26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归来有了
一些可供借鉴的答案：从剧场到城
市空间，从艺术到现实生活，从乐
迷到更加广泛的受众人群，音乐
正以更加轻盈、温暖的姿态走
进城市生活，触及深层的文
化脉动。

穿行在假日熙攘的人流中，走过长长的
阶梯，推开厚重的大门，天坛公园神乐署里，
古老的历史凝固在雕梁画栋间，甚至萦绕在观
众的每一次呼吸里。钟磬环绕的舞台上，一阵
寒风“吹过”，古琴声低沉而萧瑟地拨响，著名
歌唱家龚琳娜屏息闭目，“笳一会兮琴一拍，
心愤怨兮无人知”，唱起蔡文姬苍凉勇毅的一
生。10月 4日，琴歌《胡笳十八拍》在这里迎来
全本首演，此后两天，3对音乐家夫妇搭档的

室内乐组合以及著名歌唱家莫华伦陆续登台。
“在神乐署看演出，很有一种时间倒流

的穿越感，让人情不自禁地回想古人生活的
场景，也少了很多在常规剧场里的束缚。”观
众陈女士说。这处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建
筑曾回响着端正清雅的“中和韶乐”，如
今，音乐家们纷至沓来，在现代与历史的
辉映中展现艺术为城市更新带来的更多
可能。

周末的夜晚，北京东单路口车水马龙，
坐落于此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里，海顿
歌剧《月亮的世界》伴着年轻乐手的欢呼迎来
中国首演；10月 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里，郝
维亚作曲的科幻歌剧《七日》唱响，半舞台版
的精简呈现中，光线参与叙事，随歌唱的人声
一起探问 AI技术的福音与隐患；10月 7日至
8日，北京喜剧院里，新版巴托克歌剧《蓝胡
子城堡》把故事背景从暗黑古堡移植到一个
普通客厅中，折射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爱和
伤痛……

观众可以明显觉察到，今年，北京国际音
乐节的歌剧不再以耳熟能详的经典、恢宏壮阔

的制作为主打，而是有意为这个传承
许久、门槛较高的艺术形式“减量”，
以更精简的制作、更广泛的话题消解
它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
爽看来，这是“歌剧应该走进普通人
生活”的时代，愿为歌剧来到剧场的
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人士，破圈触及
更多人群是古典音乐持续发展的生
命力所在。与此同时，打开视野、为
古典音乐创作引入更多切合热点的
题材，不仅体现音乐家的人文情怀，
也折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引领性。

◀海顿歌剧《月亮
的世界》剧照。

盘活空间助力城市更新

歌剧“减负”拉近观众距离

公益惠民破除艺术门槛

谭
盾
指
挥
中
国
爱
乐
乐
团
在
演
出
前
排
练
。

翻译助力
中国当代文学“出海”

作家为谁而写？为内心亦是为“读者”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不要贪多求大要追求精品

文学被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认同
源于其体现的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