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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直播
何以深入人心

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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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六十六）

原州九日原州九日
张张 嵩嵩

《宣统固原州志》卷八“艺文志”录有
一首明代著名诗人赵时春的《原州九日》：

秋声咽塞笳，边气肃霜华。
九日登高处，群山入望赊。
苍蒹仍碧水，绿酒对黄花。
鸿鹄归何处，长天空落霞。

《民国固原县志》卷十“韵语·诗词”
也选有这首诗，同时还选有赵时春的诗作
十二首。一来赵写原州（固原）内容的作
品比较多，二来说明固原的志书也很重视
赵时春这位诗人（《万历固原州志》卷下

“文艺志·诗”、《光绪固原州志》“艺文志
下·古今吟诗”均选有赵时春的诗多首），
可见赵时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赵时春
是甘肃平凉南郊浚谷村人（今平凉崆峒区
纸坊沟），自幼爱好文学，喜谈兵法，尤爱
诗词，博闻强志。《平凉府志》记载其:“年
十四，举嘉靖壬午诗魁”。嘉靖五年（1526
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后来在官场曾

“三起三落”，人生并不平顺。最后任职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三关，巡抚
山西。但时间不长，就因为与来犯的俺答
作战失利，被解除官职，令回乡听调，后
不知所终。赵时春是入了国史的人物，而
《明史·赵时春传》对其死因隐而未提，这
种情况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他是
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赵时春能诗善文、名
盛一时，是“嘉靖八才子”之一，诗歌成就
不容忽视，著有《赵浚谷集》十六卷及《平
凉府志》等。《原州九日》是他于明世宗嘉
靖十年（1531年）居乡期间游历周边州县
时所作，此前他因上疏讥讽朝政，得罪了
皇上被降为庶民。诗作描写了古城原州
九月重阳的情景，时值深秋，天高气爽，
草木萧瑟，菊花怒放，落霞满天，大雁南
飞，昔日鼓茄鸣笛的边塞重镇笼罩在苍蒹

碧水之中，登高远望，群山逶迤，勾起了
诗人的无限情思。虽是抒今怀古之作，但
诗中蕴含着的高歌悲慨却溢于言表。诗
人立身千仞，俯视一切，无不显露出自己
高远的志向。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
而叫重阳，古人认为是一个值得庆贺的
吉利日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
在《远游》中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
旬始而观清都”。唐诗宋词中更是有不
少登高观景、饮酒赏菊、遍插茱萸、抒发
感慨的诗词佳作。如唐代王维的《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的《九日龙山
饮》、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杜甫的《登
高》、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宋代晏几
道的《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秦观
的《满庭芳·碧水惊秋》、李清照的《行香
子·天与秋光》、刘克庄的《贺新郎·九
日》等等，真是多不胜举。历代文人墨
客十分重视重阳，行文作赋，吟诗抒怀、
寄寓情感，把民间的风俗变成了一种文
化，意义更加深远。即使是到了明代，
有关宁夏内容的九月九日诗作也有不
少。诸如朱旃的《秋日登楼》、承广的
《塞垣秋兴》、唐鉴的《丙戌重九》、郭原
的《重九》、王逊的《西夏重阳》、王琼的
《九日登花马池城》《九日登长城关》、齐
之鸾的《九日登清水城》、萧禀的《重九
总督高公月饮南池》、李汶的《九日饮长
城关》《癸未视师原中逢重九日》《再逢
重九》、石茂华的《九月九日登长城关》、
王恕的《和蓉裳九日横城登高放歌》等
等，这些作品为宁夏历史上的重阳风俗
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内涵。但赵时春的
这首《原州九日》虽然被收录在《宣统固
原州志》《民国固原县志》，被认为是写
固原的诗作，但查阅由甘肃省平凉市政

协 2006 年编印的文史资料（第二辑）
《赵时春诗集》上下册（内部刊行）关于
《原州九日》的注释却是这样的：“原州：
北魏置，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县），隋废，
唐复置，改称平凉郡，不久复称原州。
后没于吐蕃，置行原州于临泾（今甘肃
镇原县）。宋曰原州平凉郡，金曰原州，
元改为镇原州，明初改为镇原县。《镇原
县志》关于该县历代建置沿革考证是这
样写的，镇原：“唐朝称原州，州治于平
高。《唐书·地理志》注释隋平凉郡……
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原州”。表述稍
显模糊。因为今天的固原，历史上先后
称“平凉、平高、高平”，最终又称“故原”
或“固原”（详见载于《固原师专学报》
2000 年 01 期的《古原州考》一文）。但
历史好像就是存在如此的变更。北魏
正光五年（524年）在今固原这个地方始
设原州，因治高平城，盖取“高平”之意
名原州。新修《固原市志》建置沿革条：
唐“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占平高，原
州治所迁灵台百里城，后迁平凉及临
泾。大中三年（849 年）原州迁回平高，
广明元年（880 年）复迁临泾。”宋代以
后，原来的原州之地就被称为“故原州”
了，后逐渐演化为固原，也就是说原州
被“搬迁”走了。原州再次回归固原大
地已经是一千多年后的事了。2002年 7
月固原撤地设市，固原县更名为原州
区。赵时春处在明代到底是写固原还
是镇原，意义似乎并不大，因为两者同
属于陇东文化圈，地理地貌、历史特征、
文化基因相似，九月的天高云淡，写谁
应该都能接受，毕竟文化是开放的、包
容的，从广义上理解，方能彰显气象。
其实描写原州的诗作还有许多，如唐代
李涉的《奉使京西》：

卢龙已复两河平，烽火楼边处处耕。
何事书生走羸马，原州城下又添兵。

宋代魏野的《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

异乡何处最牵愁？独上边城城上楼。
日暮北来惟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
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
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

明代姚士磷的《原州夜哭》：

壬辰固原州，七月九日夜。
悲风挟奇响，飘萧绕官舍。
始闻唱吁喁，答和幽呜乍。
陡如天哭倾，万声向耳泻。
能令旱雷涕，足使壮心怕。
须臾传鼓急，灵州败军下。
甲骑五千人，一战死宁夏。
更为侧耳听，秦声属垣榭。
椎胸乱更点，跳地动兵架。
极痛远模糊，情语杂号哑。
父伤老莫终，妻悲我空嫁。
兄弟相悲吟，手足安所借。
别有儿女啼，似将总督骂。
骂绝声更哀，鸡鸣不肯罢。
明日边骑来，捷书覆黄帕。

清代永瑆的《过古原州》：

句骊河畔晓阴稠，河水无声漫漫流。
两桨船头渔父坐，乱烟寒雨古原州。

这些事关原州的诗作，后人的注释中
有说是写今宁夏固原的，有说是写甘肃镇原
的，不一而足，难以定论。纷繁复杂的历史
要想真正廓清，看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我
们能做的只有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尊重前
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学财富，就足够了。

“蹲”文物直播间，看三星堆文物在半掩半埋中被挖掘，听

2500 年前的青铜乐器演奏《茉莉花》，“触摸”《千里江山图》的细

节之处……文物直播让作为历史文化宝库的博物馆焕发出时

尚魅力，让原本束之高阁的文物火爆“出圈”。某短视频平台

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以来，仅自家平台上各类博物馆相

关直播就有11.6万场，同比增长60%，观看人次8.2亿，

总时长达 2300 多小时。直播如何将文物观赏方

式从“隔窗观物”转变成“视听盛宴”，获

得网络用户的青睐？

直播让文物从静止的实物陈列转向
动态的线上“展演”，拓宽文物展现的时空
维度，带来更加多样的呈现形式。

展览式文物直播像一堂堂直观、精彩
的历史课，重点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阐释并传递文化内涵。各地博物馆齐聚线
上，立足于各地特色馆藏，从文物的前世今
生、外形特征到背后故事，多角度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视听内容。

纪实式文物直播像考古探秘之旅，关注文
物出土、修复与保存的过程，不仅记录重要的历

史时刻，也赋予普通网络用户“围观”历史性场
景的机会。央视频对三星堆遗址为期4天的直
播报道，直击文物出土时刻，吸引了数千万人观
看，直播上线两天，视频播放量累计超4000万
次，相关话题总阅读量亦突破两亿人次。

参与式文物直播像充满趣味的文创活
动，主打提升用户的文化消费体验，通过“文化
带货”方式与用户深入互动。河南博物馆上线
的“豫来遇潮”直播间，用户不仅能够云上逛文
物、听解说，还能与在线主播聊国潮，共同设计
文创产品，打造出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体验。

直播改变了文物的数字表达方式，“赏文
物”“逛文创”“听解说”成了用户足不出户的
个人文化活动。文物直播融入个体性文化参
与，推动对历史的诠释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
叙事，成为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化历史故事”。

借助 5G、12K 以及虚拟现实等数字技
术，文物直播的叙事更容易呈现文物的价值
内核，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与定制化的专属文
化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直播特别节
目中推出沉浸式数字交互空间《三星堆奇幻
之旅》，利用“大规模即时云渲染技术”，依
据用户个人登录答题情况和交互过程的反
馈，实现“千人千面”的文化体验。观众可用
更为独特的方式走进三星堆，体验文物之
美，感受古蜀文明的博大精深。

直播将文物的“物质性”存在方
式变为“非物质性”的数字呈现，改
变了其传播与传承的底层逻辑，延
伸了文物与人的关系。

长期以来，基于历史保存与安全
的考虑，人们难以近距离接触与观赏
文物。直播打破了文物与人的物理界
限。一方面，用户与文物的“相聚”由
线下转为线上，重建了物理空间难以
实现的连接。另一方面，直播不仅为
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场景，还延
伸了人与物的互动方式。

直播技术让不同参与者拥有了
新的身份角色，塑造了人与人之间
新的文化交流模式与行为规范，文
物直播也成为人际交往的仪式性活
动。文物专家与博物馆讲解员除了
充当传统的知识传播者，还以“主播”
这一新角色上线。不少博物馆的“网
红”讲解员在直播中通过讲故事、说

“金句”等方式，将文物直播演成一场
脱口秀，平等对话的氛围与趣味故事
的表达让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容
易触动人心。（据《光明日报》）

拓宽文物展现的时空维度

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化历史故事”

延伸文物与人的关系

10月29日，游客在督邮街参观、留影。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的督邮街因清末时期的东

川邮政管理局而得名，几年前还是条老旧背街小巷。2019
年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将邮政
元素与地域风貌相结合，把督邮街打造成独具特色的“邮
政文化街”，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

新华社发

今年真是“科幻迷”的狂喜之年，上半年《流浪地球2》《三
体》《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视剧，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科幻”
的魅力。上周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闭幕，90后作者海漄
凭借《时空画师》摘得2023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时空画师》是一篇历史科幻小说，故事从故宫博物院
闭馆日惊现“幻影”开始，追溯了一幅虚构的名画创作以及

“当时”的朝野权力斗争故事。海漄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
灵感来自于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作者、天才画家王希孟
的人生经历，以及南宋另一幅名画《骷髅幻戏图》。他将小
说里那个历史人物命名为“赵希孟”，并赋予了他以纯能量
形态进入高维时空的超能力，为了创作《千里江山图》，
赵希孟一次次将精神抽离肉体，遁入高维空间，转瞬遍览
天下山河，作为绘画的素材。

小说中传统文化、历史、科幻、推理等因素交叉运用，
且不乏“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既视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如
纪录片般真实，历史般厚重，但又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

在世界科幻大会上，打开中国科幻之门的《流浪地球》系
列也传来了新动态，导演郭帆官宣了“流浪地球短篇集”计划。

据悉，“流浪地球短篇集”将由郭帆在内的 14位导演
创作 14支独立故事短篇，继续探讨近年来科幻题材所涉及
的人类文明与生存困境的议题。有业内人士表示，“流浪
地球短篇集”计划，不仅为科幻迷们提供了更多深入思考
的机会，同时也为国产科幻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或将成
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一大亮点。 （据《贵阳晚报》）

《时空画师》影视版权被热抢

“流浪地球短篇集”官宣

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获奖节目
故乡行”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举行，中外杂技演员
用精湛的表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杂技盛宴。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 1987 年，每两年一
届，被誉为“东方杂技大赛场”。 新华社发

以“文明互鉴：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的太湖
世界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日前在北京凤凰中心举办。“有
凤来仪中国文化艺术展”作为本次年会的重要文化活动，
在北京凤凰中心同期开幕，并拟于 2023年 11月面向社会
开放。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七届年会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合作、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
力。会议期间，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交流探讨，为促进不
同文明和谐相处凝聚思想共识、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
智慧力量。

“有凤来仪中国文化艺术展”通过专业展陈手法和丰
富现场呈现，提炼出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现代创新成果，
发掘出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内涵，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本次展览因循造物理念、哲学思想，以凤凰为引、以艺
术设计为载体，汇集中国古代与现代家具珍品、文房器物、
重生古瓷、古建模型、当代服饰、精良漆器、织物刺绣等代
表性器物及作品近百件，其中部分珍贵展品系首度公开。

“有凤来仪”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祥瑞美好的精神
共识，凤凰之仪亦是“和”与“美”的融合表达。围绕“和”与

“美”两大主旨，展览以“承运”“秉德”“兆瑞”“重生”“尽美”
五个章节铺陈开来，链接观众情感、引发群体共鸣。其中，

“承运”“秉德”“兆瑞”三个章节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古人对
凤凰这一符号及对凤凰所蕴藏精神的认知与感悟；“重生”
章节则呈出当代设计师如何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对凤凰图
腾进行创新转化，并使其在新时代重获新生；“尽美”章节
是讲述古人对“天道自然之和”的理解，“凤”姿绰约，灿然
尽美，正如中国古建之样貌。 （据中国新闻网）

“有凤来仪中国文化艺术展”
在京举办

山东博物馆展出的大汶口文化嵌绿松石象牙雕筒。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新
馆
展
出
的
青
铜
鸟
足
神
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