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址 ：银 川 市 文 化 西 路 50 号 监 督 电 话 ：0951- 6033926 全 年 定 价 ：326 元 邮 编 ：750001 全 年 订 阅 热 线 ：0951- 6029949 60339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6400004000007 印 刷 ：宁 夏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WEN HUA DA GUAN
化 大 观08 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 冯 涛 编辑/美编 吴 佳 校对 张晨阳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零二）

宁安堡，是宁夏中宁县设立县治
之前的旧称，其得名早在北魏或隋、
唐时期，彼时黄河水运开发，设立渡
口，南岸名丰宁渡，北岸名丰安渡，两
个码头往来渡船不断，繁忙兴旺。逐
渐在南岸丰宁渡附近形成了一个市
镇，两个渡口各取一字，名宁安。到
了明代为加强宁夏镇西路防卫及渡
口安全，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在
此修筑堡城，名宁安堡，遂成为宁夏
镇中卫所辖军事屯堡之一。宁安堡
城呈南北长方形，平时只开一南门供
进出之用，带有瓮城。清《乾隆中卫
县志》记载：“堡东南通灵州、固原，西
南通兰靖，为河南冲衢。商贾往来，
市集亦稠。”由于宁安堡地处宁夏中
部黄河冲击的平原地带，水陆交通便
利。陆路西达靖远、兰州，南连固原、
平凉，东通环县、庆阳，北接银川；黄
河水路木船、皮筏可达包头。正是因
为宁安堡黄河渡口的重要性，明朝廷
才于此修堡驻军，以守护宁夏镇西路
军 用 物 资 的 转 用 安 全 。 嘉 靖 九 年
（1530年）黄河河道南移，直逼宁安堡
城，为防水患，堡城南迁。在堡南三
里处另建一堡，名宁安新堡，即今中
宁县所辖新堡镇。后洪水退去，河道
北移，宁安堡得以保存。清雍正七年
（1729年）于堡城设宁安驿站，负责公
文传递和接送过往军政官员。清乾
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为方便管理宁
安一带事务，于堡城米粮市东侧设立
渠宁巡检司，代表中卫县衙管理渠
口、宁安等地事务，其辖区略大于今
天的中宁县境。《清一统志·宁夏府

二》：绥安堡（即宁安堡）“在中卫县
东南一百三里。明嘉靖七年建。本
朝乾隆二十四年设巡检”。民国二年
（1913 年），宁安堡城增扩，将原城向
南延伸至柳青渠畔，并将原城墙增高
加宽。外扩部分新辟东、西、南三条
大街，开东、南、西三道城门，门为四
方形墩台，甃以砖石。随着宁安堡商
贸的繁荣，人口不断聚集，已到了可
以比肩中卫县的程度。清《乾隆宁夏
府志》亦云：“宁安堡当孔道，通商贩，
其集市之盛殆与州邑等。”为了便于
管理，民国时期的宁夏省府便开始动
议设立县治。据《宁夏旧志图解》引
述资料记载：宁夏省民政厅建议“拟
将中卫县划为两县，以黄河为界，河
南增设宁安县，以宁安堡为县城；河
北为中卫县，县城仍旧。”后又几经变
动，最后勘定以山河桥、胜金关为界
东西分县。因黑龙江省有宁安县，为
避免重名，取中卫县的“中”字，宁安
堡的“宁”字，合二为一，定名为中宁
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1 月 1
日，宁夏省府在宁安堡正式挂牌成立
中宁县，驻地宁安堡（后改名为宁安
镇）。中宁县的设立为当地的社会发
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地理进程及变化，由“堡”转

“县”，意义自然非同一般。虽然设立
了县治，格局打开了，但宁安堡的历
史地位不应被忽视。它承载的岁月
荣光在延续，它作为水上交通要冲、
驻军屯堡、补给中转等重要角色依旧
佩戴着历史的光环。从清代诗人留
存的《过宁安堡》一诗中就可以感受

到当时的风光景色、田园生活以及自
然之美：

绿树烟浓熏远天，潺湲曲水致嫣然。
桥通微径行花底，村带残霞入画边。
好鸟相呼求旧友，良苗秀发错新田。
吟鞭指顾成幽兴，吏已翩翩气若仙。

这首诗选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
十一“艺文·诗”。作者宋维孜，生卒年
月不详，有地方资料只记其在清乾隆
十五年（1750年）前后担任过宁夏平罗
知县。诗是七律，很接地气，语言清
新、明白晓畅。以“绿树烟岚”“潺湲曲
水”“桥通微径”“村带残霞”等形象化
的字词层层递进，向人们展示出一幅
清代宁安堡的田园美景。再通过“好
鸟相呼”“良苗秀发”等拟人化的描绘，
顿感“吟鞭指处”，已然“翩翩若仙”，美
景“嫣然”，使人沉醉。虽然二百多年
过去了，今日捧读此诗，仍然感到温
馨、恬静甚至惬意悠悠，没有任何阅读
上的时间差异。

当然使宁安堡出名的还是枸杞。
民国编纂的《朔方道志》记载：“枸杞宁
安堡者最佳”就是明证。明清之际，宁
安堡种植的枸杞就已名扬天下，成为
名贵药材，被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
目》录入并推广。清乾隆年间担任中
卫知县的黄恩赐在其创作的《中卫竹
枝词》组诗中就写有一首宁安堡枸杞
的诗：

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
千金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

这首诗选自清代《道光续修中卫

县志》卷十“艺文编·铭诗”，是黄恩赐
所作《中卫竹枝词》20 首组诗其三中
的一首。从诗中可以看出清代的时
候已经形成了人工种植枸杞的生产
模式。诗里第一次提到“杞园”，表明
枸杞种植在专门的园子里，这也是人
工规模化种植和生产的标志。诗作
对枸杞的种植时间、药用功能、价格
价值等都有表述。为什么宁安堡的
枸杞“千金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
早丰”。这是因为宁安堡地处黄河岸
边，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源
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泥沙带有大量的
矿物质，淤积形成的河滩冲积区又含
有众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因而
这里种植的枸杞有着很高的品质。
水利灌溉又非常方便。乾隆年间编
著的《甘肃通志》水利条记载：“柳青
渠，在中卫县旧宁安堡。地宜枸杞，
资渠灌溉。”柳青渠是一条古老的渠，
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渠水源源不断
地浇灌，成就了“宁安药果”。所以黄
恩赐认为枸杞的种植是“绝胜”于粮
食作物种植的。宁安堡的历史文化
成就了宁夏枸杞，宁夏枸杞也得以独
步天下。

宁安堡有着太多迷人的故事，美
丽的传说，古老的歌谣以及朴素的民
风民俗。它在历史的演进中所累积出
的是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正是它的
厚重才成就了后来中宁县的绝佳地气
和更大格局。最美的景色永远在岁月
变换的路途之中，唯有坚持不懈地踔
厉前行，就一定还会看到这块土地上
所闪烁出的夺目光彩。

宁安堡
张 嵩

9 月 9 日，在新西兰奥克兰，观众在“感知中
国-敦煌文化走进新西兰”活动上参观。

“感知中国-敦煌文化走进新西兰”活动9日
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旨在通过展示
敦煌壁画、塑像、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增进中
新两国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里斯本电 中国大型音乐史诗舞
蹈《编钟乐舞》近日在葡萄牙里斯本贝伦文化中
心上演，这是“中华风韵”品牌首次亮相葡萄牙。

《编钟乐舞》以仿制的曾侯乙墓编钟、编磬、
建鼓等数十种乐器同台演奏，用歌、乐、舞相结
合的艺术形式，再现了“金、石、丝、竹、匏、土、
革、木”八音合鸣的场景，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古
代楚国的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

伴随着编钟的“千古绝响”，现场 1300余名
观众穿越回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古代
楚国的盛景在舞台上缓缓铺展，激起欧洲观众
对古老中华文明的绚丽想象。精彩演出赢得观
众热烈掌声和喝彩声。

《编钟乐舞》是“中华风韵”品牌年度项目，
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出品，在国内外演出千余
场，获得广泛赞誉。

音乐史诗舞蹈《编钟乐舞》
首次亮相葡萄牙

在2024年全国科普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科
技馆于日前启动“光影传承 逐梦前行”中国科技
馆科学电影公益展映月活动。活动期间，该馆球
幕影院、巨幕影院、4D影院推出首场电影免费观影
活动，共包含12部科幻、科普、科学家精神影片。

据了解，这 12部影片包括《杨振宁：百年科
学之路》《火星使命》《群星闪耀的夜空》《熊猫传
奇：黑洞之吻》等，观众需登录“中国科学技术
馆”公众号购买 0元电影票。

此外，中国科技馆还同期开展“科学电影进
校园”和“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等系列活动，旨在
通过光影的魅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青少年
走上科学探索之路。中国科技馆科学电影公益
展映月活动将持续至 9月 30日。（据新华社）

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的原创音
乐剧《北上》9月 7日至 8日在国家大剧院·北京
艺术中心首演。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资助项
目、“大戏看北京”展演剧目，音乐剧《北上》由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
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讲述了 20世纪初漕运总督
府翻译谢平遥与来华考察的意大利人“小波罗”
等一同踏上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旅程，历经磨
砺，终获曙光，在乱世洪流中建立起深厚友谊。

据介绍，剧中通过融合音乐、舞蹈、戏剧和
传统民族技艺，生动描绘大运河沿线人们的生
活与命运，以期向观众呈现壮阔的历史画卷和
深刻的文化内涵。 （据新华社）

大运河题材原创音乐剧《北上》
在京首演

12部科学主题影片免费看

中国科技馆启动
科学电影公益展映月活动

一名小朋友在南川楼文化街区表演查滑拳。
日前，“武耀沧州 云聚运河”武术展演大会

在河北省沧州市大运河畔的南川楼文化街区举
行，180 多位民间武术爱好者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精彩的武术表演。

沧州是我国著名的“武术之乡”，今年以来，
当地通过“体育赛事进景区”等系列主题活动，
向游客推介展示武术文化。 新华社发

唤醒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

探寻中华文明基因密码
——写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发现 50周年之际

发现兵马俑秦军雄魂展风华

巍巍秦岭下，幽幽骊山旁。中国
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
寝坐落于此。1974年春，在陕西省临
潼县（现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当地
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
虽然发现的是陶俑碎片，但初步拼
对出的几尊陶俑足以在当时的考古
界 引 起 轰 动 ，专 业 考 古 队 随 即 成
立。自此，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持
续进行兵马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
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
红，曾在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
发掘中任领队。一尊彩色陶俑的出
土瞬间，至今仍让她记忆深刻：用手
术刀轻刮一块篮球大的“土块”，浮
土散去，粉颊朱唇的彩色陶俑渐露
真容。“与‘他’对视的那一刻，我仿
佛面对着一名活生生的秦代战士。”
许卫红说。 2023 年，兵马俑一号坑
第三次发掘成果公布——新发现陶
俑陶马 200余件、初步厘清了军阵的
排列规律、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
序。半个世纪里，兵马俑的考古发掘
和保护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为世
人徐徐展开 2000 多年前宏伟壮阔的
历史画卷：数量惊人——兵马俑一、
二、三号坑被相继发现，总面积达 2万
多平方米，埋藏着约 8000 件陶俑陶
马，以及数以万计的铜镞等兵器；布
局规整——三个兵马俑坑排兵布阵
规整，还有分列的兵营、军幕等功能

区分，攻守兼备、组织严密；制作精巧——
兵马俑不仅身姿服饰各有差异，连脸
型都有“国”字、“申”字、“甲”字等多
种，配合表情、胡须、发型等变化组
合，可谓“千人千面”。“秦始皇帝陵兵
马俑是 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
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
峰说，“以兵马俑的发掘为起点，中国
考古界对秦陵、秦文化的研究不断取
得进展。”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守护兵马俑匠心妙手焕光彩

令人惊叹的是，兵马俑最初深埋
于地下时，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般

“灰头土脸”。考古资料表明，兵马俑
原是通体施彩，有朱红、粉绿、赭等十
多种颜色。

“经过 2000多年的深埋，那些保
存下来的颜料出土后 15秒就开始变
化，4分钟内就完全脱水、起翘、剥落，
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夏寅说。

俑身彩绘如何保护？陶俑碎片
怎么修复？50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
作者孜孜不倦探寻答案。

“兵马俑一经出土，先要经过探
伤、检测等‘体检程序’，再进行加固、
拼对、粘接、补全等修复工作。”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兰德省
说。为留住“真彩”，中外合作开展文
物科技保护研究，系统揭示了彩绘的

层次结构、物质组成、工艺以及损坏
机理。

近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攻克兵马俑等
珍贵文物在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中的
难题。“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考
古现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提取及其
保护技术”等项目分别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线上展
厅”，点开 500亿像素的兵马俑一号坑
室内全景图，俑坑里每尊兵马俑的发
髻、表情纤毫毕现。互动体验产品

“云游百戏俑”则将实景与 VR技术结
合，再现秦朝宫廷场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说：
“未来我们将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提高秦陵考古的发现和分析能
力，加强考古成果的创新性转化。”

对话兵马俑古老文明扬中外

“‘他’已经 2000多岁了，但盔甲
和头发上的细节依然清晰可见！”站
在一尊陶俑前，英国游客塔米拉不禁

惊叹。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6亿人次
国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大秦雄风”。
其中，2023 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
待游客超过 1100万人次，创建馆以来
年观众数量最高纪录。

这里也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
华文明的“金名片”，先后接待外国元
首和政府首脑 200余人次。作为“文
化使者”，兵马俑不断走出国门，作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向国际社会展示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如
今，兵马俑已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等
49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举办了 277次
展览，深受外国观众喜爱。

与此同时，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
作持续加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牵
手”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多个
国家的研究机构及国内多所高校，多
年来不断探索未知、解答谜题，在土
遗址保护、陶质文物修复技术优化、
秦时期手工业生产等领域开展合作研
究，研究成果也不断转化应用在文物
保护与修复工作中。

（据新华社、《金陵晚报》）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彩世界，这是一处启迪后世的玄妙
空间，这是一座世界文明的文化坐标。

沉睡 2000 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军团”——兵马俑，
一经发现即震惊世界，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半个
世纪间，在几代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地探寻与追问下，兵马俑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取得了丰硕成果。

秦风扬中外，文韵烁古今。栩栩如生的陶俑、气势磅礴的
军阵，实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辉煌历程，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世
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是2024 年9月3日拍摄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