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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一十）

11月 11日，福建省泉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4
海丝泉州数字文创周将于 11月 29日开幕。

据介绍，该活动为期 3日，以“IP聚变，数字赋能，文创
升维”为主题，融合动态展演与静态展示，运用 5G、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激活本土传统文化 IP，探索数字确
权、版权授权、数字交易等全场景落地创新模式，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深度融入文创 IP，探索“文化出海”新路径。

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近年来，泉州文旅发展势头迅猛，频频

“出圈”，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打卡”的旅游目的地。
本次海丝泉州数字文创周将以泉州古城室外核心场景

为活动主载体，在泉州府文庙及中山路沿线开放式街区规
划整个活动的功能布局、IP场景，包括国潮、非遗、数字文创
等展示空间；并在古城内点状布局“泉州古城生肖 IP馆”、

“丝路友城文创合集馆”等文化精品馆，通过统筹布局、延伸
触角、互动升维，提升文创周的张力和活力。

此外，集新品、新店、新场景等为一体的沉浸式国潮街
区也将在该活动中开幕，并举办“《黑神话：悟空》—守护东
西塔全国线下关卡速通大赛”等赛事，组织鲤台音乐会、文
创咖啡地图等活动，实现“文创 IP+泉州生活+消费经济”融
合创新，打造不落幕的文商旅盛宴。 （据中国新闻网）

2024海丝泉州数字文创周
将于11月底开幕

一名游客在长守戏剧谷里参观了解皮影戏（11月9日摄）。
深圳坪山区的长守村是一座约有 300 年历史的客家古

村。2023 年，深圳坪山区引进国内民营原创戏剧机构，活化
利用长守村老围屋，打造长守戏剧谷。如今，《我爱桃花》等
新创排话剧场场爆满，戏剧谷逐渐形成文化聚集效应，客家
古村因戏剧而焕发新生。 新华社发

“中原出海——巩义窑与海上丝绸
之路”展览近日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
正式开展。

该展览共展出河南、扬州、广州出土
的巩义窑陶瓷器 131件(套)，包括三彩鸭
衔梅花杯、三彩雕花杯等国家一级文物
及巩义黄冶窑、白河窑出土的白瓷、唐三
彩、唐青花等。据悉，这是巩义窑专题文
物首次集中在广州亮相。

近日，芒果 TV自制女性沉浸式推理节目《女子推理社
2》在该平台开播。戚薇、张雨绮、李一桐、李雪琴（上图）等
原班人马回归，解锁全新身份和案件。本季节目将进一步
增强沉浸剧综体验，同时展现更加丰富的女性群像。

有别于传统推理类节目，该节目摒弃常用的搜证推理
形式，转而选择沉浸式剧本演绎的方式，这也让剧本设置由
以往的“重推理”转变为“重剧情”。本季节目将继续采用全
体女性阵容，不仅六位推理社成员皆为女性，关键角色也全
都是由女性演员扮演。在悬疑维度和推理维度，依托场景
与模式的升级，丰富逻辑细节，使剧情衔接更加紧密，提升
沉浸式体验感。在解谜的基础上，将“女性”和“职场”两大
元素创新性融入推理综艺，以第一视角直面女性在职场生
活中面临的困境，探讨职场话题与社会现实议题。

新一季开启全新的酒店主题，节目组发布的主视觉海
报充斥着波谲云诡的悬疑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本季节目
将开启迷综领域新尝试——24小时不间断录制，解锁夜间
剧情，增加推理剧情的丰富性，让观众与节目产生更深的情
感连接和共鸣。 （据《今晚报》）

《女子推理社2》开启
迷综领域新尝试

这是11月10日在新西兰南岛城市克赖斯特彻奇的“飞越
天空·敦煌艺术展”上拍摄的展品。

当日，“飞越天空·敦煌艺术展”开幕式在新西兰南岛城市
克赖斯特彻奇举行。本次展览旨在通过展示敦煌壁画、塑像、
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增进中新两国文化交流。新华社发

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当时的
“书院”是朝廷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
构。而儒学兴起，收生授学、研究文化、
评论时政等集于一身的“书院”真正是
从五代至北宋开始的。宁夏地处偏僻，
一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才有了早期的
书院：养正书院（又名揆文书院）。到了
清代，宁夏书院有了很大发展，各府州
县几乎都建有书院，其中“银川书院”影
响最大。据乾隆《银川小志》记载：“康熙
年间，仿前明遗意，创立书院，旋废。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宁夏太守赵本
植，欲创立书院，条其意上之，大宪报
可。爰鬻城西张氏屋，增修为银川书
院。讲堂四舍，会课之馆，燕息之室咸
备。继思无以供修脯，给膏火，何能持
久？开新渠，宝丰二，裁县废地 139亩，
岁入租银（1599）石，永为书院廪饩。”这
是当时银川书院草创时期的一个大致
情况，此后历任知府都有修葺完善之
举。民国二年（1913年）改办为朔方高
等小学，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甘肃省
立第八师范，民国七年（1918年）附设第
五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在此办
过宁夏中学、宁夏师范学校，故址在今
银川市利民街与南熏街交汇处，即光华
门所在的地方。银川书院的创设为宁
夏地区的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宁夏
古代及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
的一页。

兴儒办学，开风气之先，银川书院

创立之初，许多文人墨客纷纷作诗以
贺，一时盛况空前。宁夏志书记载当时
描写“银川书院落成”同题诗的就有
陈国栋、王宋云、崔之灿、任岳宗、张均、
张志显、王德荣、柳菼、王三杰以及稍后
顾光旭的《银川书院诗》等。作者有官
员，也有文人，以文人关注度居多，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文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和启蒙自觉意识，在古代是比较难得
的。这些诗的体裁有绝句、律诗，也有
古风，尤其是王宋云的诗作多达 90句，
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对“银川书
院”的落成进行了称颂，辞藻华丽、用典
颇多，五言起句，七言叙事，一气呵成，
韵势豪迈。现选录几首律绝和顾光旭
的《银川书院诗》，以窥书院落成时的景
况及 15年后顾光旭任宁夏知府时对银
川书院的描述。

陈作栋《银川书院落成》：

宫墙数仞仰巍巍，一半山光透讲帏。
广厦修檐登大雅，鸣琴散帙有余晖。
香云阁里藏书富，带草阶前味道肥。
敢诩地灵人自杰，前修差喜愿无违。

这首诗出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
十一“艺文·诗”。作者陈作栋，宁夏（今
银川）人。诗对书院的壮观极尽赞美，
集中用了许多形容词“宫墙”“巍巍”“光
透讲帏”“广厦”“大雅”“鸣琴散帙”，甚
至“香云阁里藏书富，带草阶前味道肥”
等等，大肆渲染，可见作者对书院的期

许有多么大，目的就是要通过书院教
育，进而助推宁夏“地灵人自杰”。

张志显《银川书院落成》：

穷经岂谓不如耕，蜀郡文翁仰令名。
雅化百年通紫塞，春风五马下银城。
倚楼岭色朝含秀，披阁河流夜有声。
试遣画工图仿佛，此间疑号小蓬瀛。

这首诗也出自《乾隆宁夏府志》卷
二十一“艺文·诗”。作者张志显，宁夏
（今银川）人。此诗开头两句即指出研
究学问岂能不如耕田种地，这里的意思
并没有看不起耕地的农人，只是表明

“学问”的重要性，随之便以汉景帝时大
兴办学之风的蜀郡太守卢江舒（字仲
翁）为例，因其在任时重视教育，兴教为
民，受人敬仰，来赞赏创建“银川书院”
的宁夏知府赵本植。诗里还对书院落
成以“雅化百年通紫塞，春风五马下银
城”“试遣画工图仿佛，此间疑号小蓬
瀛”的句式进行礼赞颂美，语言优雅、比
喻贴切，对书院建成的兴奋之情洋溢在
字里行间。

以上两首诗皆是祝贺和赞美“银川
书院”的落成而写作，在文人的笔下很
动情，毕竟书院新成是宁夏教育的一件
大事，人们都充满着期待。下面这首诗
则是书院建成 10多年后主持进行重修
的时任宁夏知府顾光旭所创作的《银川
书院诗》：

天临狄塞河声落，城绕虚堂树色侵。
为对银川思锡麓，欲从西夏续东林。
可无大雅扶伦手，共此名山敬业心。
作者何人今未晚，吾侪当为惜分阴。
岩疆地辟开文苑，今日堂成锺旧名。
秦地著书周柱史，汉家说礼鲁诸生。
隔帘小草自春色，当径疏槐时鸟声。
师友百年风义在，半庭幽绿眼犹明。
治水定知由积石，修文先与访遗经。
缥缃满架耽幽讨，风雨登楼念典型。
洗砚远分星海渌，检书长对贺兰青。
源头识得从天落，好为陶熔到性灵。

这首诗同样出自《乾隆宁夏府
志》卷二十一“艺文·诗”。作者顾光旭
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任宁夏知
府，他上任后到书院“调研”，见书院
已陈旧且地方狭小，遂决定增修扩
建。据现存《银川书院碑记》记载：

“此帮人士日盛，而此院之制，尚仍
其旧，非所称乐育之意也。议扩而
新之。”于是广其址、筑围墙、砌重
门，并建“大雅堂”“岩渌堂”、藏书楼
等，东西两则建有房舍百余间。书
院增修完成后，顾光旭即题写《银川
书院诗》以记。诗的体裁应是七言
排律，共十二句，但前四句两韵与后
八句八韵不在一个韵部，又有点古
风诗转韵的情形。诗的内容重点在
于对“书院 ”重修之后给予的高度

“评价”：“岩疆地辟开文苑，今日堂
成锺旧名。”通过追往忆昔，对照眼
前，寄寓希望等一系列的描述中也
隐含了他本人对“书院”扩建重修的
功绩，作为时任宁夏知府，重视教
育，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怎么说都
不为过。官员心中能有教育的思想
并付诸具体实施，在封建时代更是
不易。顾光旭在宁夏任职时间不长
便调往平凉，但颇有政绩，重视教育
就是一个主要方面。另外，这座始
建 于 清 乾 隆 十 八 年（1753 年）的 书
院，被主持此事的知府赵本植命名
为“银川书院”，这也是宁夏府城第
一次出现“银川”二字，具有历史性
的纪念意义。

明清时期宁夏境内书院的开办，尤
以银川书院为代表，开宁夏官办收生
授学教育之先河，也使教学活动与学
术研究得以结合，对宁夏本地学术思
想的发展、本土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启
民智、推广文教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特
别是为进一步增进各民族对以儒学为
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起到
了融合作用。

银川书院银川书院
张张 嵩嵩

第三季更具异域色彩

《我在岛屿读书》是一档外景纪
实类读书节目，邀请写书人、出书人、
爱书人作为主要嘉宾，前往“岛屿书
屋”共同生活、读书和写作，享受阅读
带来的乐趣。从海南的分界洲岛到
珠海的东澳岛，在远离喧嚣的岛屿
上，作家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读书感悟
和心路历程，开启一场面朝大海的书
香之旅。“岛屿+书屋”的意象叠加构
建起令人神往的阅读场景，点燃了观
众对文学和阅读的热爱，《我在岛屿
读书》第一季和第二季也分别收获了
9.1和 9.2的高评分。

第三季节目“扬帆出海”，选择了
希腊的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地中海
第五大岛，有几十万人口，首府和最大
城市是伊拉克利翁，岛上遍布海滩、峡
谷、洞穴，有克诺索斯宫殿、撒玛利亚峡
谷国家公园等风景名胜和历史遗迹，与
前两季节目在小岛书屋中坐而论道相
比，第三季更具异域漫游的色彩。

带着对古希腊文明的探索欲，

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用脚步丈量
伊拉克利翁古城，打卡当地特色书
店、博物馆、古迹遗址，结识异国他乡
的爱书、好书之人。面对旅行中的种
种场景和故事，作家们以中外经典为
线索，分享出高质量的表达。邂逅地
中海日出，他们瞬间“打捞”起文学经
典中那些有关日出的片段；说到游
记，他们饶有兴致地探讨各类文学作
品中的旅行足迹。余华、苏童等人

“文坛老友记”式的畅聊，有率真也有
狡黠，幽默风趣又接地气。

寻找人类共通的情感

克里特岛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欧洲人的精神故乡，节目中让
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东西方文学的交
流碰撞。

在伊拉克利翁古城，嘉宾们遇到
了一家别具特色的“书架书店”，余
华、苏童在这里找到了好友莫言的
《天堂蒜薹之歌》。书店主人对中国
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店里还摆放着
《红楼梦》《中国诗词选集》《韩非子》

等中国文学经典，随处可见的中国元
素让人有些意外。

新一期节目中，诗人西川在古城
与当代希腊作家狄米崔斯·里亚科斯
惊喜相遇，两人一同参与过国际写作
项目，算是多年的“校友”。再度相
聚，坐在人流如织的街头，两人漫谈
诗歌与写作，享受文学带来的宁静。

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海边诗歌
朗读会。朗读会嘉宾阵容除了余华、
苏童、程永新、叶子、马家辉、杨少波、
西川等远道而来的中国文学界的朋
友，还有狄米崔斯·里亚科斯、克里特
岛传统生活博物馆馆长等希腊友人，
东西方文化以海岸为舞台相互交融，
缔造出浪漫的文学“名场面”。

中国和希腊远隔重洋，两个文明
标杆沉淀流传至今呈现出一种对称
性，《我在岛屿读书》第三季在“两种
文明的对视”中寻找人类共通的情
感，让观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这也
许就是《我在岛屿读书》不远万里来
到地中海畔的初衷。

（据《北京晚报》）

唐三彩等131件（套）
巩义窑陶瓷器在广州展出

白釉蓝彩净瓶（左）和三彩塔式盖罐（右）。

展览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巩义窑
产品切入，分为“器韵万千”“匠心冶
陶”“彩器盈途”“东西汇融”四个部分，
主要讲述巩义窑纷繁众多的产品“为谁
而作、作何用途”以及“如何自中原出
海、驶向远方”，从行为考古学的角度，
系统展示了巩义窑陶瓷器生产、使用、
流通的全过程。

巩义窑兴于北魏时期，唐代达到鼎
盛，其主要烧造区域位于今河南省巩义
市大小黄冶和白河村一带。巩义窑不仅
是唐三彩的主要产地之一，也是唐青花
的故乡，是一座彰显非凡创造力的重要
窑场，其产品与工艺在陶瓷为媒、海路畅
通的时代背景下远走四方。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
口和商业都会，持续繁荣两千多年，从未
间断。历年来，广州考古发现了各地窑
口的陶瓷器，其中有一些来自于巩义窑
的蓝釉、三彩、白釉蓝彩和白釉绿彩器。
此外，印尼海域打捞发现的“黑石号”沉
船出水巩义窑陶瓷以及用广东罐包装的
长沙窑瓷器等，表明广州应该是巩义窑
陶瓷器扬帆出海的一个重要节点。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 3月 9日。
（据中国新闻网）

看见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风景

《我在岛屿读书》第三季正在江苏卫视
播出。这档深受文学爱好者喜爱的读书节
目之前两季口碑一路“破圈”，第三季节目
首次跨越大洋来到希腊克里特岛，打开了
全新的文学阅读视野。节目开播至今延
续了前两季的播出热度，位居同时段
文化类节目第一。

《我在岛屿读书》第三季来到希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