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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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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壮族民众祭祀蚂拐，祈求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震撼场景，各个环节仪式感
满满，在交流体验中，感觉自己也得到祝福。”海峡
两岸经贸文化发展交流协会理事长包蕾说。

3月 11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在壮
族“蚂拐节”文化发祥地——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巴
畴乡巴英村，上万民众齐聚一堂，敲铜鼓，唱山歌，
敬蚂拐，欢庆极具神秘色彩的“蚂拐节”。

壮族“蚂拐节”，也称青蛙节，盛行于广西红水
河流域，2006年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
族“蚂拐节”代表性传承人廖克江介绍，“蚂拐节”起
源于 400多年前，当地人按照壮族始祖“布洛陀”的
嘱咐，敲铜鼓，请青蛙女神回村过年，为死去的青蛙
送葬，孝敬之心感动上天，壮族村寨得以风调雨顺，
人畜兴旺。

如今“蚂拐节”已成为红水河流域盛大的传统
节日。当天举行的葬蚂拐仪式上，廖克江带领村民
们祭祀蛙王，随后，合着音乐跳起蚂拐舞、耕耘舞，
他们或头戴面具，或身涂油彩，精彩的节目彰显出
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来自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留学生
们也慕名参加此次活动，他们在现场舞起祥龙，向
当地民众和游客献祝福。 （据中国新闻网）

海内外游客广西河池体验
“非遗”盛宴壮族“蚂拐节”

3 月 11 日，由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首都图书
馆联合主办的“四季童读”2024 年春季卷发布会在
北京城市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四季童
读”2024 年春季卷书单，24 种推荐图书中有原创图
书 18 种、引进图书 6 种。书目面向学龄前、小学初
段、小学高段、初中 4 个不同年龄阶段，涵盖人文、科
普、文学三大主题。活动现场，来自前进中学的学
生们表演唱诵《琅琅读书声》。（据《中国文化报》）

3 月 12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对文
物铜鹿角立鹤进行点交。

应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邀请，湖北出
境文物展“凤凰故国——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精
选湖北省博物馆等 5 家博物馆的 260 余件精品文物
即将赴美展出。这些文物包括青铜器、漆木器、玉
器等，其中很多文物都是首次“出国”。目前，这些
文物的点交、打包等前期工作已完成，将于4月至7月
展出。 新华社发

近日，辽宁芭蕾舞团携手辽宁非遗传承人代
表，以“芭蕾+非遗”的形式，时隔 4 年再赴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演出，在中俄建交 75 周年之际，向俄
罗斯民众展现中国辽宁的魅力与风采。

俄罗斯当地时间 2 月 20 日晚，马林斯基剧院滨
海分院剧场内座无虚席，13 位青春洋溢的中国芭蕾
舞演员踏着轻盈的舞步，以中国传统文化“日晷”为
表演主题，通过对太阳轨迹的模仿，用细腻的肢体语
言和优美舞姿，展示出个体在时光和命运中的起伏
与坚韧。90分钟的演出赢得多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中国文化报》）

这座古庙就是被称为“明清北京三
大皇家庙宇”之一的历代帝王庙，其地位
与太庙、孔庙相齐。

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副馆长于淼
介绍，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
（1530年），是明清两朝祭祀三皇五帝、历
代帝王和功臣名将的皇家庙宇。无论是
祭祀的人还是被祭祀的人，都是古代社会
最高的统治者。

据介绍，历代帝王庙占地 20000余平

方米，建筑面积达 6000平方米，基本保留
了明朝时期的主体建筑和基本格局，清朝
时期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增建御碑。
建筑群坐北朝南，以中轴线形成纵深排
列，共有各形制文物建筑 26处。庙宇建
筑形式多样，体量大小有别，屋顶高低错
落，地位主次分明，彰显出皇家庙宇的尊
贵和气派，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从南门进入历代帝王庙，向北可直
达景德崇圣殿，与故宫乾清宫规格相仿。
大殿高 21米，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标志
着“九五之尊”的帝王礼制。记者看到，大
殿外檐是金龙和玺彩绘，大殿上悬挂浮雕
九龙斗匾，建筑脊兽当中排名第一的是
龙，瓦当上的图案以龙纹造型呈现。而
今，大殿内有 60根等高的楠木柱，都是明
朝嘉靖年间始建时的旧构。殿内目前仍
保留着雍正时期修缮的金坐龙天花彩画。

“在历代帝王庙中，最值得一看的
‘龙’元素，当属景德崇圣殿东西两侧碑亭
中的龙趺碑。”于淼表示。

站在正东碑亭前，映入眼帘的就是
碑额上浮雕的巨龙。龙头前探，威武异
常。碑身与碑额为一整体，通高 7米多。
碑趺造型并非常见的赑屃，更接近于“龙”
的造型，因此称为“龙趺碑”。

走近细看，碑趺体量硕大，雕工细
腻，造型生动。龙身满覆鳞甲，腮边鬣毛
飘逸，两眼怒目圆睁，四肢刚劲有力。龙
身周围还用浮雕手法雕刻山石，与地面海
水纹饰相呼应，取江山社稷之意。碑趺下
有青白石水盘，雕有海水江崖图案。水盘
四角漩涡内分布鱼、鳖、虾、蟹，四周水浪

中还雕有数只瑞兽，在浪花中若隐若现。
“历代帝王庙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座

专门祭祀历代帝王的庙宇。”于淼称，在中
国 5000 多年文明史中，曾经有许多民族
登上过历史舞台，共产生过 460 多位帝
王。庙中入祀中国历史上的有德之君 188
位。历代帝王庙东西配殿中，祭祀着伯
夷、姜尚、萧何、诸葛亮、房玄龄、范仲淹、
岳飞、文天祥等 79位历代贤相名将。

在景德崇圣殿内，中华历代帝王齐
聚一堂，同享崇祀，肃穆庄严。“历代帝王
庙历代帝王祭祀体系不仅呈现了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更体现了中国是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延绵不断的历史特点。”在他看
来，明清两朝的皇帝既是中华统绪之中的
一环，也是历史的继承者与回望者。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是清乾隆帝在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所发布的“命廷臣
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谕”中提出的。于淼
称，这道出了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的整体特
点，体现了中华统绪一脉相传的完整性。

千古帝王庙，悠远中华史。为了让
前来参观的游客更好地了解历代帝王庙

的历史沿革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北京历代
帝王庙博物馆逐步完善展览陈列体系，先
后推出景德崇圣殿原状陈列展览、“回望·
选择——明清皇帝与历代帝王庙”专题展
览、“功在社稷，德协股肱——历代帝王庙
从祀名臣”专题展览、“三皇五帝与百家
姓”专题展览等。还先后出版了《历代帝
王庙史脉》《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历代
帝王庙 100问》等图书。

“大家请看，以外观而言，四座碑亭
外形相仿，皆为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
璃瓦，外檐金龙和玺彩绘。亭内的巨碑、
碑趺加之海水江崖石雕地面，均体现了皇
家的最高等级……”在景德崇圣殿外，一
群游客正听志愿者讲述碑亭的历史。

甲辰龙年即将到来，历代帝王庙已
做好准备迎接各方观众。于淼表示，希望
通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展览，以及生
动有趣的互动项目和多媒体展示，让观众
了解中华民族政权更迭、主权延续的历史
特点，熟悉中华统绪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的历史进程，感知中华各民族兼容并蓄、
守望互助的历史渊源。（据中国新闻网）

▶ 庙 内 的
景德崇圣殿。

何以在此读懂中华民族“大一统”？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上，有一座红墙黄瓦、气势恢宏的古代庙宇。

走进这座古庙，不仅能寻觅到许多“龙”，更能在漫步中读懂中华文明 5000 多年
从未中断的历史和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

庙内的龙趺碑。

展览展出的相关实物 65 件中包括
曾由曹聚仁收藏的锌版鲁迅书信手迹，
李霁野收藏的鲁迅像，还有吴朗西、周
文等生前所用过的印章，赵家璧的烟
斗、名片，靳以保存的第二次文代会徽
章等。

展厅内还原了鲁迅生前最后一个
住所山阴路故居的外观，尽力把鲁迅先
生生命最后阶段的工作成果整体展现
在观众面前。曹聚仁编写的第 18 卷
《鲁迅年谱》手稿记录了鲁迅先生 1936
年的工作与生活，这位文化巨匠在生命
的最后一年，仍在非常辛劳地工作，出
版了《故事新编》，编译着《死魂灵》第

二部，选定了《苏联版画集》，出版了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为《中流》
创刊号写稿……

展览影视厅内循环播放着名家忆鲁
迅的视频，包括陈荒煤两次见到鲁迅的
印象，胡一川聆听鲁迅讲座的回忆，还有
王尧山、萧乾、周而复回忆鲁迅对他们的
影响。

展览还吸收主题出版插画、印章、木
刻元素等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为观众
特制了《朝花旬刊》封面木刻图案、陈学
昭名篇《工作着是美丽的》印章、《呐喊》
封面木刻字集章，让观众领略独属于那
个时代的审美。

▶中国现代
作家手稿。

在字里行间回望那个年代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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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五楼临展厅进行的“心事浩茫连广宇——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上，可以看到鲁迅、巴金、朱自清、陈梦家等同时代名人的 141 件
手稿及出版物，在字里行间中细细体味现代作家们的文学实践、出版轶事、社会交往
故事。

据悉，本次展览是基于上海
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的藏品进
行的重新整理与策划。

展览分“芳馨遗远”“纸短情
长”“朝花夕拾”三个板块，75 件
手稿包括了鲁迅、瞿秋白、茅盾、
朱自清、丁玲、胡也频、冯雪峰、
柔石等人的创作包括翻译原稿，
鲁迅与郑振铎、施蛰存、许寿裳、
内山完造，柯灵与赵家璧，臧克家
与楼适夷，端木蕻良与陈学昭等
的通信稿。

其中由瞿秋白译的《静静的
顿河》卷首哥萨克歌谣由上海鲁
迅纪念馆老馆长谢旦如从战争岁
月中保存下来。谢旦如早年开办
的书店，是“左联”的秘密联络
点。1931年起，在党组织安排下，
谢旦如掩护瞿秋白夫妇在沪居住
两年之久。先烈的手稿和遗物在
新中国成立后由谢旦如捐赠给上
海鲁迅纪念馆。展览中展出的还
有胡也频《自祷》以及丁玲《莎菲
女士的日记》《梦珂》等手稿。

鲁迅手稿《势所必至，理有固
然》见证了关于“文学是不是宣
传”的争论，写后被弃之纸篓，被
夫人许广平悄悄“抢救”回来，在
鲁迅去世后发表于《奔流新集》第
一辑，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本次展览还有两份首次与公

众见面的手稿——黄源著《鲁迅先
生与生活书店》、楼适夷著《关于鲁
迅会见陈赓同志补充材料》。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副馆长王晨介绍，鲁迅先生与韬
奋先生生前有过合作交往。1933
年，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
尔基》即将出版时，鲁迅先生就主
动写信，提供了《高尔基画像集》
用于配图。同年韬奋先生因为时
局所迫开始了海外流亡的生活，
鲁迅先生在这一期间，对韬奋先
生所在的生活书店给予了很大的
声援。展厅中有一份黄源的手稿
《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就是这段
声援的见证。据黄源统计，鲁迅
先生从 1933 年 7 月到 1935 年 10
月，为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
《太白》三本杂志共计撰稿 79篇，
为《世界文库》翻译了长篇小说
《死魂灵》第一部。此外《小约翰》
《表》《桃色的云》三本书也在生活
书店出版了。生活书店的杂志和
书籍出版得到了以鲁迅先生为首
的“左联”作家的支持，形成了一
个坚强的文化战线，在反文化“围
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方便观众观展，展出的所
有手稿都经过辨认附上释读详
情、手迹的背景情况，略述了稿本
的形成和流传过程。

手
稿
亮
点

历
史
现
场

（据《新民晚报》）

“第一眼就迷上了泉州。”龙年春节，
世遗之城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来自海内外
的游客纷纷到泉州体验当地文化，意大利
青年钢琴家卢卡·斯特拉迪瓦里便是其中
之一，被这座古城折服的他希望有机会能
在泉州生活。

农历二月初二，巨型“米龙”吸引市
民前往福建泉州文兴宫参观。当日，“米
龙”祈福活动在泉州文兴宫启动，制作“米
龙”的平安米将让民众带回家，一起“呷
（吃）平安”。“米龙”总长度 35米，使用了
3500斤大米，由台湾师傅制作，历时三天。

为何泉州如此“火”？华侨大学旅游

学院教授殷杰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
南方旅游城市，泉州成为海内外游客旅游
的目的地，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原因
共同促成的结果。

殷杰说，今年春节，民众出游欲“爆
棚”，随着泉州申遗成功，以及世界遗产方
面的旅游配套逐步成熟、旅游产品供给相
对完善，外地游客可谓纷至沓来。

“世界遗产，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很重
要的引爆点和推动点。”正如殷杰所言，泉
州意识到了这一点。春节期间，泉州时隔
20年重启民俗踩街，举办 2024泉州非遗
年货节、第十八届泉·澎“乞龟”民俗文化

活动等，充分发挥世界遗产名片效应，做
热文旅消费。

据泉州文旅部门测算，仅 2024年春节
假期，泉州市接待旅游人数达 818.12万人
次，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40.6%；实现旅游
收入 80.18亿元（人民币，下同），较 2019年
同期增长 143.3%，其中外地游客超 60%，
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梳理发现，泉州释放世遗魅力的同
时，体验世遗文化的游客也纷纷前往福建
省漳州市南靖县、莆田湄洲岛、厦门鼓浪
屿等地，“来福建，坐着高铁去看世遗”的
热度持续上扬。据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
间，福建省发送旅客 1616万人次，突破该
省春运铁路发送旅客历史纪录。

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台湾教授林
孟蓉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千年妈祖，源远
流长。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妈祖信俗也成为福建文旅事业发展的
支点之一，吸引海内外游客到福建朝圣。

目前，大量外地游客选择福建作为旅
游目的地，专家认为，福建急需将旅游流转
化为消费流，深挖旅游需求类型与特征，丰
富游客旅游体验场景，创新发展新业态、落
地新的旅游产品。（据《人民政协报》）

世界遗产引领福建做热文旅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