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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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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何以江南塞北何以江南
杨 浣 杨 媛

（（二二））

庆王出镇与文化风貌的变化

为了适应明初统治的需要，明太祖
朱元璋实行封藩制度，将诸子封为藩王参
与管理边疆防务，为此，给予亲王政治、军
事、经济各方面的特权，“分茅胙土，以藩
屏国家”。亲王郡王按定制袭封，皇子封
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
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隶籍兵部。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
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亲王其他诸子年满
十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
子，嫡长孙则授长孙；郡王其他诸子授镇
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
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
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册封
其第十六子朱 为庆王：

分茅胙土，岂易事哉。朕起自农民，
与群雄并驱，难苦百端，志在奉天地，飨神
祇，张皇师旅，伐罪救民，时刻弗怠，以成
大业。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不
可踰礼，以祀其宗社山川，依食飨之。谨
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于戏，勤民奉
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体
朕训言，尚其慎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 奉诏自
南京就藩宁夏，时“宁夏以粮饷未敷，命庆
王且驻庆阳北古韦州城，以就延安、绥德
租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置韦州群
牧千户所，隶属宁夏卫，有官兵 1120名专
为庆王府司牧养羊、马之业，管理庆王府
在宁夏各地牧场。朱 在韦州居住了九
年，于建文三年（1401年）由韦州“徙国宁
夏”，后每年春居韦州，秋返宁夏镇城，韦

州王府成为庆王避暑行宫。宁夏镇城所
居庆王府是经原宁夏卫公署改建而成，

“但筑外垣，立棂星门”，庆王府“萧墙高
一丈三尺，周二里”，棂星门内有承奉司、
长史司、仪卫司、纪善所、典膳所、典宝
所、良医所、审理所、工正所、奉祠所、典
仪所等机构。

宁夏镇的设立肇始于永乐之初，“宁
夏总镇东至省嵬墩外境二百里，西至贺兰
山外境一百里，南至庆阳府界三百六十
里，北至西瓜山外境二百九十里，东南至
延绥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固原卫界四百
里。至京师三千六百四十里，至南京三千
八百四十里。”宁夏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之
一，其正式设立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有
直接关系，为加强对北方的防御体系防止
北元南下侵扰，明代在宁夏地区设立卫所
进行军事防御，在宁夏镇实行军政合一的
地方管理建制，全民皆兵，“六分屯田，四
分守城”。

庆王的出镇为宁夏地区的景观风貌
和风教礼仪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改明初
的萧条凋敝，再现了塞北江南的盛观。

朱 生于江南水乡，自洪武二十六
年（1393年）离开南京就藩宁夏后至正统
三年（公元 1438 年）八月卒藏于韦州蠡
山，终生再无返回南京故乡。在朱 的心
里，始终有个挥之不去无法忘怀的“江南
梦”，他在诗中自称“南客”，“万顷清波映
夕阳，晚风时骤漾晴光。溟烟低接渔村
近，远水高连碧汉长。两两忘机鸥戏浴，
双双照水鹭游翔。北来南客添乡思，仿佛
江南水国乡。”

园林融山水自然与人文情怀于一
体，自古便是成为沟通现实与理想，寄托

情怀所在，也是士人们交游酬唱、雅集宴
饮的地方。朱 对庆王府园林景观的建
设是试图将王府营造为一个自己记忆中、
理想中的“江南故乡”，以此寄托乡思，借
游园、泛舟、宴饮、登楼、观景、秋赋以聊
慰对“江南”故乡的羁恋。

庆王府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庞大建筑
群，内有王宫、东宫、西宫，王宫之后为王
府花园，园中建有亭台楼榭水映朱栏，湖
光波影仿若江南水乡，鱼鸟花语相映成
趣，夏日朱 登楼避暑，眼前景致“地连紫
塞三千里，水映朱栏十二层”。

丽景园是朱 与士人们游园宴饮、
雅集聚会之所。永乐六年（1408年）仲夏
五月，节临端午，“藩阃将臣，兔园英俊，
搢绅之士，缝掖之儒，咸济济而集于丽景
园”，美景良辰，宴游写兴，泛舟作赋，移
风易俗。除了接待官将文士，明宣德三
年（1428 年）七月己未，礼部尚书兼武英
殿大学士金幼孜与吏部员外郎魏骥奉
命持节赴宁夏册封庆王府郡王妃时，
朱 于丽景园置宴接待使臣，金幼孜以
诗记载下此宴饮盛景，“柳间杂遇来鞍
马，花里追陪倒酒尊。白露满池荷叶净，
凉飙入树鸟声繁。”

在丽景园清阳门外，修建了“垂柳沿
岸，青荫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为北
方盛观”的金波湖，湖西有临湖亭，湖北有
鸳鸯亭，湖南因地势高且凉爽干燥建有宜
秋楼，“四皆田畴，凭栏纵目，百里毕
见”。朱 将此楼命名为“宜秋”是希望

“楼之有补于政教多矣”，当“乐人之乐，
忧人之忧”，“勤政恤刑，慎终如始，荷天
之休”，《宜秋楼记》体现了朱 勤政爱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

治理想，也贯彻了朱 在宁夏就藩的一生
功绩。

庆王朱 的出镇还将国家祭祀礼仪
贯行于宁夏，明初即定礼制，“以圜丘、方
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
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
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
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
农、朝日、夕月为中祀”，“仲春仲秋上戊祭
太社太稷……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
社帝稷，仲秋祭太岁、风云雷雨、四季月将
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
于教场，仲秋祭城南旗纛庙，仲春祭先农，
仲秋祭天神地祇于山川坛，仲春仲秋祭历
代帝王庙，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

朱 遵照礼制于宁夏镇南熏门外兴
建社稷坛，社稷坛西建山川坛，每岁春秋
祭祀祈佑边地安宁，时和岁丰，“仲春择吉
日，二祀思神飨。礼乐既兼备，肥腯烹猪
羊。诸公陪祀者，佩玉声锵锵。灯火明煌
煌，载拜望景光。三献礼初陈，牲醴列馨
香。祀神冀来格，非徙歌乐章。屏息俯伏
待，如临气洋洋。所愿风雨时，秋收足千
仓。”于山川坛西建旗纛庙，每岁霜降日，
王府祭祀军牙六纛之神，旗纛庙内有祠，
亦“祀镇守劳绩于地方者”。于城内西北
建城隍庙，教化民众“夫人生世间，居中
土，为男子，出仕于朝，当效忠节于君；居
家，则思尽孝于亲，处昆季之间，当以友
恭；于夫妇，则当和顺，静待如宾；待交
朋，当以诚信；接下人，发以仁恕，不欺暗
室，无愧俯仰。”通过祭祀祠庙规范礼仪，
引导教化民众，改变了人们的社会风俗与
忠君礼义观念，从而产生对明王朝的政治
认同与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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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菜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吃中
国菜？如何欣赏中国菜？”畅销美食作家、多项写
作大奖获得者扶霞·邓洛普，将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视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在长达 30年的中国美
食探险之旅后，给出了她的答案。

《君幸食》每一章都在考察一道经典菜肴，从麻
婆豆腐到东坡肉，从虾籽柚皮到刀削面，扶霞从特定
食材或烹饪方式出发，以敏锐的观察者、热情的“局
外人”身份追溯中国美食的历史变迁、地区差异及发
展历程。不同于扶霞前两部作品《鱼翅与花椒》和
《寻味东西》，这本《君幸食》在沿袭其风趣轻松的写
作风格之外，还包含大量学术研究与人文思考。

“君幸食”一词来源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狸龟纹漆盘，食盘内云纹间隙处朱书“君幸食”，即劝君
进食、“吃好喝好”的意思。扶霞在英文原版的扉页上选
用这三个字，一则同书名 Invitation to a Banquet（《金
融时报》中文网译为《宴会邀请函》）完美贴合，二则足见
其对中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极为推崇。

《君幸食》（“开宴序”）以扶霞儿时最熟悉、英
国的中餐外卖店必备菜肴“糖醋肉球”开篇，讲述
自己同中餐由来已久的缘分及西方人对中餐根
深蒂固的偏见。最后一章又以在美国盛极一时
的杂碎收尾，强调中国菜在全世界最受欢迎，同
时又最不被了解的矛盾处境，呼吁人们关注“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中国风味，赞美“中餐的工艺、
理念、乐趣、智慧巧思和对养生的关注，都值得被
奉为全球文化和文明的瑰宝”。二者之间的二十
八章分为“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四大部
分，二十八道菜肴依次登场，恰似“一场贯穿古
今的中餐盛宴”。 （据《北京青年报》）

汇集三十年研究中餐之作《君幸食》出版

英国美食作家眼中的中餐文化

5 月 15 日，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
小学，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的舞
蹈演员带领学生练习蒙古舞。

近年来，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
托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加强民族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各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和学生
情况开设马头琴、蒙古族舞蹈等课程，通过校内教
师教学、校外专业人士入校互动交流等方式帮助
学生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民族传统文化
的发展和传承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新华社发

观编钟、赏乐舞，来自日本、法国、美
国、埃及、澳大利亚等五大洲 16 个国家的
19 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以及来自中国
香港的作家代表近日走进位于武汉市的
湖北省博物馆，“穿越时空”感受荆楚文
化魅力。

湖北省博物馆现有国家一级文物近千
件（套），尤以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
楚秦汉简牍、先秦及明代藩王墓出土的金玉
器为特色。2021年 12月，湖北省博物馆三
期新馆建成开放，新馆设置有 6项常设专题
陈列。其中，“曾侯乙”展览多角度阐释曾侯
乙文物，体现古代礼乐文明。“楚国八百年”
展览吸收新研究成果，突出楚人“筚路蓝缕”

“一鸣惊人”精神内涵。
当天，代表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

造技术最高成就的曾侯乙编钟引得大家
驻足拍照。“看到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文
物，好似经历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旅行’。”阿
联酋迪拜人传媒创始人毛一鸣在展馆内
流连忘返。

《簪花舞》《楚商》钟磬古乐合奏……编
钟乐舞演出再现着古代宫廷钟鸣悠扬，宴
飨盛乐的恢弘场景。领略过后，香港作家
史云彦表示，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让
人沉浸式感受恢宏厚重的荆楚文化，深感
意犹未尽。

湖北是荆楚文化发祥地，文物资源丰
富。近年来，当地深挖荆楚文化优势，打
造文化“走出去”品牌，同时着力开辟文旅
新业态、新赛道，加快构建“大旅游”格局，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湖北正
面向全球开展“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文旅宣传语主题创作活动，展现“知音湖
北”新形象。

（据中国新闻网）

编钟乐舞演出再现着古代宫廷钟鸣悠
扬，宴飨盛乐的恢弘场景。

皮影戏里的国际“对话”

近日，广州图书
馆内，一场别开生面
的皮影戏演出在这里
上演。来自土耳其的
卡拉格兹皮影戏与来
自广东的陆丰皮影戏
展 开 了 一 场 跨 越 近
6000 公里的非遗“对
话”。这是土耳其国
家剧院在中国大陆的
首场公众演出，也是
其第一次与中国剧团
同台献艺。

土耳其卡拉格兹皮影戏和中国皮影戏
分别于 2009年和 201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
次演出中，土耳其特拉布宗国家剧院团队表
演了极富民族特色的卡拉格兹皮影戏，演绎
了寓言剧《神灯》。在土耳其皮影戏中，“卡
拉格兹”是剧情的核心人物，也是土耳其皮
影戏的别称。陆丰皮影是中国三大影系“潮
州影”的唯一遗存，广东省国有专业皮影戏
剧团陆丰市皮影剧团表演了极具中国特色
的寓言剧《鸡斗》。该剧的舞美运用中国水
墨画的形式，体现了中国画的特色。

“当观看土耳其艺术家演出时，起初担
心外语台词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障碍，但是，
当听到观众的欢声笑语时，我知道我的担心
多余了。”陆丰市皮影戏传承保护中心演出总
监陈培扬表示，土耳其卡拉格兹皮影戏生动、
幽默，尽管语言不通，却能让人尤其是小朋友
看懂，这就是皮影的魅力所在，艺术无国界。

广州图书馆专题服务部副主任詹田介
绍，广州图书馆自 2013年起，依托“环球之
旅”项目，与友好城市图书馆、驻穗领事馆
等机构开展了 47个系列近 400场多元文化
活动，与土耳其驻广州总领事馆曾合作开
展“中国—土耳其：丝路上的重逢”等文化
活动。此次合作是双方在非遗传承保护领
域的首次尝试，希望发挥广州图书馆“公共
外交平台”功能，为本地非遗创造更多和世
界对话的机会。

“尽管地理距离遥远，但通过古丝绸之
路的往来，两国有着许多相似的文化传统，
皮影戏就是其中之一。皮影戏是中国古老
的艺术形式，深受包括儿童在内的不同年龄
段受众的喜爱。同样，土耳其皮影戏也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重要文化元素，是老少
咸宜的娱乐媒介。”土耳其共和国驻广州总
领事卡安·巴什阔特表示，此次活动是一个
既让孩子们高兴又加强文化联系的机会，同
时为土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作出贡献。

在演出的同时，两地剧团还共同开展了
“皮影工作坊”。在皮影师的指导下，读者分
组完成绘图、上色、裁形、拼接等步骤，制作
出各具特色的土耳其和陆丰皮影人偶，并通
过人偶角色互动，现场上演中国和土耳其的
皮影“对手戏”。活动开展仅几天，就吸引了
超过千名读者参与，其中有一些亲子家庭，
很多小朋友甚至是第一次接触皮影戏。“作
为世界级的非遗项目，皮影戏首先应该被更
多的人看到，特别是被下一代看到，这也是
非遗传承的意义所在。”詹田说。

广州图书馆同期展出了由土耳其文化
旅游部和陆丰市皮影戏传承保护中心收藏
的皮影影身 20余件，包括土耳其剧目中的
主角卡拉格兹、哈西瓦特以及经常出现的
小贩、乐手、舞者等角色形象，还有陆丰传
统剧目《游春》《龟与鹤》《哭塔》中的杜丽
娘、鹤、梦蛟和龙的角色形象。观众不仅
可以观看皮影剧目视频，还可以利用现场
的简易小舞台装置，体验“耍”皮影。“我们
领略到同一种艺术在不同国家的多元表
达，看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面貌。特别是
在演出结尾，双方的非遗传承人一起即兴
表演，让我们深受感动。”广州市文化馆非
遗保护部副部长董帅表示，传统艺术增进
了两国民众的情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
化交流互鉴。

读者冯先生说：“土耳其皮影戏的舞台
比较简约，但故事情节丰富，有一定的主旨
寓意；陆丰皮影戏的影人、舞台搭景制作精
美，但剧情比较简单。可以在同一时空看
到两种文化的交流，很有意思。”

作为世界级的非遗项目，皮影艺术历
史悠久，昔日曾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在各
国间传播。参与此次演出的中国和土耳其
剧团均来自沿海城市，活动主办方希望以
海为媒，通过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共同讲好
非遗保护传承、文明交流互鉴故事。

（据《中国文化报》）

小读者利用简易小舞台体验皮影戏。

读者体验陆丰皮影影人制作。

生动展现葡萄酒产业开拓者梦想与希望

《星星的故乡》首播收视率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束 蓉

（资料图片）

观编钟赏乐舞
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持续“圈粉”

5月 14日，电视剧《星星的故乡》在央视综合 1套黄
金档开播，央视酷云数据显示该剧首播收视率即冲到了
全国第一，达到了 1.6479%。

“很自豪、很兴奋，也很激动！在电视剧里看到坚守在
葡萄酒行业的奋斗者，希望紫色梦想得到更多展现，让更
多人了解。”5月16日，美贺庄园负责人奚强兴奋地说。

电视剧《星星的故乡》剧组在西夏区部分酒庄取景，
包括志辉源石酒庄、美贺庄园、张裕龙谕酒庄、贺兰晴雪
酒庄等，展现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开拓者们心怀梦想与希
望，在戈壁滩创造出贺兰山东麓“紫色奇迹”的故事。

“看，这个地方是剧里‘银川国营第一酿酒厂’，反映
了宁夏最早的葡萄酒厂的原貌。”宁夏农垦酒业有限公
司（前身为宁夏玉泉葡萄酒厂）是该剧的取景地之一，
该公司首席酿酒师俞惠明介绍，剧组在酒庄拍摄了 3
天，在酿造车间、化验室等地取景。

经多年栉风沐雨和数代葡萄酒人的奋斗，宁夏
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葡萄酒产业被列
为宁夏“六特”产业之首。近年来，西夏区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种植酿酒葡萄 4.7万亩，年产葡萄
酒 2.66万吨 2308万瓶，产值达 34.62亿元；培育葡萄
酒庄、基地 71家，带动周边县（区）新增酿酒葡萄种
植面积 10万余亩。西夏区创新“葡萄酒+文旅”“葡
萄酒+教育”“葡萄酒+康养”“葡萄酒+生态”模式，
打造集旅游观光、温泉疗养、民宿体验、教育科研
为一体的多元融合产业体系。“在一代又一代葡萄
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我们中国的葡萄酒会
走得更远、更好。”俞惠明说，希望通过《星星的故
乡》的播出，将这里的历史资源作用发挥出来，为
葡萄酒产业进行文化赋能，为宁夏的葡萄酒产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