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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三十二）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蔡睿晓） 近日，在自治区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助力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精心组织了非遗
保护专题讲座。特别邀请到我国非遗保护领域的专家、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非遗学科奠基人苑利来宁解读“传承的密
码”，这也是宁夏非遗保护协会成立后的首场高规格讲座。自
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自治区教育厅等 27 个相关单位，以及宁夏非遗保护协会和
在银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共同聆听这场知识盛宴。

苑利以“传承的密码”为主题，从非遗的定义、价值到保护方
法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围绕非遗的历史认识价值切
入，凭借生动案例与翔实数据，阐释非遗的精神内涵与时代
价值，引领听众探寻保护的科学原则与方法路径，明晰政
府、传承人、社会力量在其中的责任与担当，而这场讲座，也
成为了宁夏非遗保护成果的一个展示平台。苑利在讲座现
场对宁夏非遗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宁夏在非遗保
护与传承创新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之路，成果
令人瞩目。

近年来，宁夏非遗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据了解，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 6 部省级法规
的出台，构建起一张坚实的保障网；人才的培养与文化的传
播，为非遗持续生长提供沃土。区、市、县（区）三级培训机制
将技艺传承延伸到各个角落，141 家非遗传承基地、116 家非遗
工坊和 5 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非遗传承人施展才
华的舞台；伏兆娥剪纸通过“企业+协会+农户”的模式，从指
尖艺术走向量产，踏上数据化的新路径。老手艺的创新，让传
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火花。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和香港大公文汇
传媒集团 7日在京宣布，双方联袂打造的音乐话剧《一张报纸的抗
战》将于年内在北京和香港首演，并将在《大公报》抗战时期辗转
办报的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演出，随后赴国外巡演。

当日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郭利群表示，希望以戏剧艺术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缅怀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报人先烈，让更多人了解
新闻和文化工作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呈现“文化抗战”的历史。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总编辑张国义表示，胡政之、吴鼎昌、
张季鸾、范长江、萧乾等《大公报》同仁，在抗战中以笔作枪，唤起
民众抗日救亡，书写了报人抗战的不朽传奇，因此将《大公报》的
抗战历史搬上舞台，对坚持文化自信和弘扬时代精神，都将起到
积极作用。

音乐话剧《一张报纸的抗战》
年内京港首演

◀7 月 7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来自多彩贵州艺术团的
音乐家杨胜东在音乐会上吹奏芦笙。

当日，“多彩贵州·风行天下”国潮交响音乐会在澳大利亚悉
尼歌剧院音乐厅举办。

新华社发

▼7月5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中国演员表演舞蹈。
当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与墨西哥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联合

主办的“汉唐舞蹈剧场《俑》赴墨交流演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
城举办。

新华社发

六盘山转饷谣六盘山转饷谣
张张 嵩嵩

《六盘山转饷谣》是谭嗣同留下
的一首诗作。谭嗣同是著名的戊戌
六君子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
响力的人物。《清代人物传稿下编
（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版）对谭嗣同的评价是：“谭嗣同为戊
戌六君子中魁杰，才情激荡，勇于任
事，赤忱爱国，被誉为晚清黑暗天地
间出现的一颗光耀夺目的彗星。”
谭嗣同不仅是维新运动的激进派，一
心变法，慷慨赴死，令后世敬仰，他还
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风雄健，气势
宏阔，极具情怀。《谭嗣同全集》（中华
书局 1981年版）“莽苍苍斋诗卷一”
中有一首《六盘山转饷谣》，《（民国）
固原县志》卷十“艺文志·韵语”也录
有此诗。诗并序如下：

清季甘肃军饷岁四百八十万，
皆仰给东南诸省云。

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
朔雁一声天雨雪。

舆夫舆夫尔勿嗔，官 仅 用 尔 力 ，
尔胡不肯竭？

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
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

所谓“谣”，即反映生活的歌谣
或民谣，内容富于现实性、政治性和
斗争性，感情强烈，爱憎分明。《诗经·
魏风·园有桃》中有记：“心之忧矣，我
歌且谣。”谭嗣同此诗正是反映了他
对“六盘山转饷”所见到的艰难及对
转运军饷“舆夫”辛苦情形的描写，并
表达了对“东南万户之膏血”千里转
运的忧虑。雨雪之天，山道泥泞，曲
折难行。拉运粮饷车辆而负重前行
的马匹因为道路湿滑扭伤了蹄子，倒
在了地上，载着粮饷的车子也随之倒
地折断了车轴，拉马推车的役夫们也

跟着跌翻在地。朔雁盘旋，一声哀
鸣，令人心寒似凄风苦雨。如此境
况，见之谁不心焦。作者悯惜“车中
累累物”乃“东南万户之膏血”，希望

“舆夫”竭尽全力来保护，而不是一味
地去怨怪。当然山路崎岖，异常艰
险，舆夫皆是底层的下苦人，让他们
在“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
朔雁一声天雨雪”的恶劣环境中竭力
行车，还要“勿嗔”，站在作者的立场
似乎苛刻了点，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实
际现状，难以改变。清季，因甘肃地
处偏僻，贫穷落后，所需军饷每年四
百八十万两，以及相应的粮食、军备
等物资，皆由东南诸省支供，六盘山
是内地西去的重要通道，粮饷等须经
六盘山之山道转运方能到达兰州、
西宁乃至新疆等地。转运粮饷之艰
巨，可想而知。彼时作者正值年少，
意气风发，为国忧心，自可理解。他
游历途中经过蜿蜒盘亘的六盘山道，
看见舆夫在雨雪天气下转饷的情景，
由此想到东南各省百姓纳税纳饷的
疾苦，一处哀痛，两地愁苦，怎能不发
出感慨！忧国忧民的思绪全都在一
个特定的环境下涌上心头，最终化为
歌谣体的诗作，以浇心中块垒，抒发无
限襟怀。

六盘山自古就有“峰高太岳三千
丈，险据秦关百二重”之谓，山路陡
急，被视为畏途。《宁夏交通史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对此有
记：“古代经六盘关翻越六盘山的道
路万分险峻，上山的路分两条：一为
车路，盘旋弯道多，坡度小，在没有雨
雪时可通行牛车、马车；一为骑路，路
窄而坡度大，只有行人和驮畜可以通
行。一旦降雨下雪，车骑难行，只有
飞鸟可以逾越，所以古人称之为‘六

盘鸟道’。”由此可见一斑。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光绪三年

（1877年）八月，由驻北京通州坐粮厅
监督补授甘肃巩秦阶道，于次年秋即
1878年，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上
任，时年 14 岁的谭嗣同随父同行。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谭父升任甘肃
按 察 使 ，谭 嗣 同 又 随 父 到 兰 州 。
谭嗣同自 1878 年第一次到甘肃，到
1889 年最后一次离开，其间虽前往
湖南、湖北等地求学、完婚，但前后
累计在甘肃居留长达 11年。他少年
豪侠，又好游历，足迹遍及陇南、
兰州、河西、陇东甚至新疆等地。练
就了他从容面对苦难、纵横不羁的
性格，为以后勇于任事、忧国为民而
走上一条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之
路，直至慷慨赴死奠定了人生认知
的基石。

谭嗣同在甘肃期间，写下了数十
首诗作，不仅描写西北的山川风物，
还关注民间疾苦，借以抒发情志。清
代，宁夏属于甘肃管辖，风土人情，文
化习俗相近相同。在《宁夏历代诗词
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一
书中就选有谭嗣同的一首五言律诗，
题名《河上纪事》：

微闻夏元昊，少小即凶残。
法令轻戎索，威仪辱汉官。
行看飞羖 ，岂是召呼韩。
帛树休相拟，熙朝礼数宽。

这首诗实为谭嗣同《汉上纪事》
四首诗中的第二首。以上是根据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1 年
版）“莽苍苍斋诗卷二”中的原诗所
录。《宁夏历代诗词集》则是依据
《宁夏古诗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所选，选诗与原诗除诗题有

误外，还有两处不同，选诗将“羖 ”写
作“羖羬”，“帛树”写作“帛数”。诗作
既对历史上偏安一隅的少数民族割据
政权的局限性作了批判，也对现实进
行了反思。

谭嗣同抒写西北的诗词作品中
代表性的还有《西域引》《赠入塞人》
《秋日郊外》《雪夜》《登山观雨》《别
兰州》《宿田家》《崆峒》《自平凉柳湖
至泾州道中》《陕西道中》《潼关》等
等，内容涉猎丰富，如同是清末西北
地方的一幅历史画卷，读之令人感怀
怅望。其中有一首《陇山道中》描写
细致，将陇山艳美的秋景与思乡之情
融为一体，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眷
恋之情：

大壑宵飞雨，征轮晓碾霜。
云痕渡水湿，草色上衣凉。
浅麦远逾碧，新林微带黄。
金城重回首，归路忆他乡。

他还写有一首长诗《陇山》。陇山
和六盘山同属六盘山脉，广义上讲六
盘 山 在 古 代 也 称 为 陇 山 。 这 首
《陇山》的诗中有“何当直上昆仑巅，
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山苍茫，
有终止。吁嗟乎！山之终兮水之
始”。后来他自号“莽苍苍斋”，或与
此相关。此诗之雄浑气势，足见青年
时期谭嗣同的胸襟广阔、抱负远大。

时光荏苒，百多年过去了，“我
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精神依然闪烁着光芒。谭嗣同
笔下的六盘山及其西北大地已然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民族
振兴、国家富强，或许这正是谭嗣同
等志士仁人维新变法，为此不惜捐
躯所要追求的人生理想与人间愿
景吧。

歷

歷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
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儿童
戏剧节近日在京开幕。

戏剧节以“点亮童心、塑造未来”为主题，以北京为
主会场，在嘉兴、常州开设分会场，并且首次在陕西省
榆林市设分会场。7月 4日至 8月 17日，将有 4个国家
21 家儿童戏剧团体的 42 部剧目，演出 185 场，满足全
年龄段观众的戏剧艺术需求。《报童》等三部红色题材
经典剧目线上展播。此外，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土耳
其的《小红帽》《丑小鸭》等 4 部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剧
目精彩上演。

戏剧节期间，还将开展“优秀剧目 2025 暑期巡演
100+活动”，将有《猫神在故宫》《西游记》等 16部作品在
北京、嘉兴等 9个省市演出 122场。

为深化文旅融合，中国儿艺还将举办戏剧节文化之
旅体验营，还有儿童艺术市集、音乐剧创意工坊、“小小
剧评人”“温暖行动”等戏剧普及和公益活动，打造一个
全民参与的戏剧节。 （据新华社）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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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点赞
宁夏非遗保护工作

近日，重庆大足区发现一处沉睡在
水底的宋代摩崖造像。

“今年开春以来，大足区降雨量偏少，
玉滩库区水位一再下降，沉睡于水中的造
像得以显露真容。”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
馆员邓启兵介绍，本次发现的摩崖造像位
于大足龙水镇高坑村玉滩水库河畔，分布
在高 3米、宽 6米的赭红色峭崖上，从左至
右通编为 6号，共计 27身造像。其中第 2
至 4号龛规模突出、保存完好。

经现场初步辨认，第 2 号龛为水月

观音造像，第 3号为释迦说法图，第 4号
为诃利帝母龛。这些造像题材在大足石
刻宋代佛教造像中大量流行，特别是第 3
号保存的力士像，与石篆山石窟第 7号三
佛龛中的力士像如出一辙。

此次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大足石刻艺
术题材类型，而且对于考察巴蜀地区宋代
水月观音、诃利帝母等造像发展演变具有
重要价值。

此外，本次发现的造像题材也包
含 跪 拜 像 、立像及肩负长担者等世俗化

形象。这
些雕刻细
腻的人物生动
反 映 了 宋 代 民
间信仰与社会生活
的交融。

目前，有关专家已对
造像进行了初步测绘与影像记
录。接下来，文物部门还将开展
进一步的保护研究工作。

（据《光明日报》）

重庆大足发现一处宋代摩崖造像

◀重庆市大足区玉滩水库
的宋代摩崖造像。（图片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文物保护
工作者对新发现
的宋代摩崖造像
开展保护研究工
作。（图片来源：
中国新闻网）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7月 8日，
“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精品展”
开展仪式暨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
上海博物馆东馆开幕，两地各界嘉
宾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
文明之约。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固原市委、市政府指导，上海博物
馆、固原博物馆主办，固原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自治区博物馆、宁夏文物
考古研究所，盐池县、原州区、彭阳县

文化旅游广电局协办。
本次展览精心遴选了 323件固原

文物珍品，精心设计为两周、南北朝、
隋唐三大篇章，系统呈现固原作为
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丝路重镇的
历史厚度与文化高度，将持续展出 4
个月，是固原文物首次以大规模、成
体系的方式来到上海，也是一次具有
开创意义的“文化远行”。

活动中，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进
行“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主题推
介，生动展现宁夏全域魅力。固原

市四县一区接力推介，原州“避暑
胜地”、西吉“西部福地”、隆德“康
养福地”、泾源“生态泾源”、彭阳

“千年古邑”，一幅幅特色画卷渐次
铺展。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广场，同步
开展“六盘山下 固原礼·物”大集，六
盘山牛肉、冷凉蔬菜、道地药材、马铃
薯优品等特色物产琳琅满目，吸引众
多嘉宾驻足品鉴。以“四色固原”为
灵感源泉开发的 13类、200余件文创
产品随文物一同亮相，并在上海博物

馆展厅设专柜展销，观众争相选购固
原文化伴手礼。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
此次文物展不仅是东南与西北文化
对话的桥梁，更是沪宁文旅合作的崭
新篇章。通过本次展览，广大观众不
仅能领略古代固原作为丝路枢纽的
壮阔图景，也能更深刻理解兼收并
蓄、开放包容的丝路文化和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进一步
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
知，增强文化自信。

“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