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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乡愁的情思，娓娓地诉说。
向海是白城一块热土、一片圣水、一片带有

童话式的丰腴沃野之地，镶嵌在瀚海中的一颗
明珠，璀璨夺目。

在《向海情歌》组诗，倾注了诗人赤子火热
的情怀，释放了诗人热爱家乡的满满情愫和一
腔乡愁。幻想与现实交织如此浓烈，诗的丰羽
张开了：

“而它的风骨，一直傲视干旱与燥热。一页
曾经悠远而苍凉的诗篇

在绵延起伏的沙丘上，像一个个忠诚的卫
士守护在向海的土地

蒙古榆林，返朴归真的魅力，正通向古朴的
幻想，化作远古的图腾。”

——《榆林》
向海的神奇变幻，存储在诗人浪漫的遐想

里。湖水如银，湖地如金。向海的魅力神韵，涂抹
在摇曳的长篙上，疯长在一波波碎银的涟漪里：

“一根根长篙，点破了涟漪。桨声，船影在
希望里

打捞收获的喜悦。看，竹篓已满载丰收与
向往，那渔歌

已唱醉了天边晚霞，撒下的一路粼粼波光，

是渔人的笑”
——《渔歌》
清幽壮美的意境，令人向往。诗歌需要爝

火煮成。煮出纯真的诗意，煮出清晰的哲思，煮
出万千人拜读的名诗。

杜波对诗歌的涂鸦，是心灵呼唤中折射情
感的燃烧。他的诗思与神思相融相谐。他灵感
的火山爆发时，诗歌的焰火迸射出的思绪，随处
可寻觅到撒落的印迹，俯拾即是：

“我一个人的海边，我揣着这本故事
堆满文字的纸轻轻燃烧
只隔着一个春天
我的疼痛的文字，再也割不到你的麦子”
——《只隔一个春天》
只隔一个季节，诗人没有捕捉到美的意愿，

只好在海边，独享无语的孤独。
“冰醒了，是水……
我端坐在朴素与缅怀里，拒绝死亡
我只想在我春天的诗里，种上一些麦子
然后，让麦子跟随春天更年轻的脸”
——《冰醒了，是水……》
渴望自己生命土地上，萌发春天的诗情，让

诗歌能旺盛的成长。
草原的熏风，温润诗人的心扉。
草原组诗，是以草原儿子的视角倾吐家国

情怀之恋。诗写得豪气奔放，隽永绵长。马背、
牛羊、长调、勒勒车……勾勒出草原辽远苍茫的

历史以及厚重的岁月时光的流逝；蓝天、苍穹、
奶茶、奶酒、奶香……涂满了草原上炊烟与长鞭
绘成的一幅幅图腾的景象。

“也许只有在寂静地寂静地草原上
我的爱人正炫耀着她那洁白的衣裳
我所有的期待，都在她的脸上”
——《我的信奉》
爱的许诺，爱的期待，在岁月中升华，在春

华秋实中映现。苍狼与马刀见证了草原的创伤
与悲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目睹了先祖为
草原的神圣，一辈又一辈前仆后继地与敌人厮
杀和火拼，正如诗中说：“苍狼与弯刀凝成的宽
广继承了最坚硬的骨骼。”

“羊羔花已盛开，马头琴的音符在飞扬
骏马的奔腾，我的黎明流淌着激动的泪水
额吉，毡包房中滚烫的奶茶
是你，喀纳斯

是爱升腾出漂移不定的云朵
那炉膛中燃烧的火焰
舔舐成骏马的图形”
——《找到天堂的路》
有一种禅味在诗中升腾。热爱草原的孩

子，深谙骏马是草原崇拜的神，是草原独有的符
号。在草原上，风行、云飘、草动、鞭响……都是
骏马的幻象。骏马系着牧民的魂灵！

爱溢满草原。毡房里包裹着爱，晚风里飘
荡着爱，星空下流动着爱，从帐篷里不小心遗漏
出的情话透析着爱……

当激情鼎盛，从心底冲决开来，诗意突兀地
喷发，是谁也拦不住的，只好任凭灵感这个精灵
横冲直撞，呼风唤雨，兴风作浪，遗下一地诗的
碎片。

没有生活的砥砺，没有现实火热洗礼，很难
写出好诗，也是与诗歌创作舛驰的。

海子的诗被当代年轻人推崇。杜波的《怀
念春天》一诗，是写海子的。诗内涵深邃，敬仰
有加，诗意敬意泻了一地：

“我看见，你的眼睛里透着一片晶莹
你的悲愤已力透千尺，其实
那，不是水，那是盛满一生的孤独与尊严
……我，只能在春天里怀念春天，思念痛感

清晰
而麦地上的诗意，一再尖锐地质问，高贵与

卑微”
海子弃世而去，带走了恋者们的泪奔，带走

了粉丝们的情衷，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的诗。
《怀念春天》渗透着对海子的深沉怀恋与仰

慕。诗中的意象穿梭交织，诗句长短辉映，意象
反复浸染。怀念之情随着感情喷泻的自然轨
迹，跃然纸上。给人诗意和美的享受，也唤人深
远的遐思。

3000年前，周朝贵族何铸造了一件青
铜尊，他在尊底有限的范围里，用122字铭
文最大限度地记载了父辈们和新王姬诵的
功绩。3000年后，当考古学家在122字铭
文里发现“宅兹中国”4个字的时候，无异于
在方寸之间看到埋藏了千年的谜底——这
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数以亿计的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留下的与今天的我们对话的密钥。沿着光
阴的甬道走来，如果国宝会说话，它们会告
诉我们怎样的故事？又会透露先辈们留下
的哪些智慧和秘密？

继《国家宝藏》后，纪录片《如果国宝会
说话》再度在电视荧屏上掀起了文化遗产
热。通过这些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电视节
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在历史中
生长的脉络和痕迹，更能为我们今天的发
展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找寻到通向未来
的路径。

“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一部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

在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唯一一件文字镶
嵌绿松石兽骨上，完整地记录了商王的一
次田猎：壬午日，王在昭塞巡游，为了田猎
而进入麦山之麓，捕获了一只野牛。这块
出现在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的甲
骨，是我国至今已经发掘的15.4万片甲骨
碎片中的一片。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可见最早的成熟文
字，有了甲骨文，中华文明就有了记录与传
承的工具，经过演变传承，祖先从个体到族
群的所有情感、知识、思想、经验，通过文字一
代代流传下来，中华文明得以塑造与传承。
如纪录片中所说，“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1月1日开始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5分钟，以中国历
史纪年来建构百集国宝的顺序。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
遗产，经过历时5年的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
查，全国登记的可移动文物数量是1.08亿
件，其中珍贵文物380多万件。如此庞大的
文物数量，仅有百集的纪录片如何取舍？

“全长100集的纪录片，每集有一个主
要文物，还配有其他辅助文物。5分钟的
体量，我们没法展开，但力求选择在中国历
史发展中对文明进程具有推进或改变作用
的文物，在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扬中具有重
要价值的文物，以及能反映生产力水平、人
民创造、时代精神、文化传统的文物。因为

‘文明进程’的定位，我们拍摄的文物自然
会成为以物质文明史角度出发的中华文明
的视频索引。”总导演徐欢说。

2015年，中宣部、国家文物局、中央电
视台联合启动了《如果国宝会说话》项目。
《如果国宝会说话》总体分为4季，第一季
为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第二季从秦汉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季为唐五代宋辽
金夏；第四季为元明清。目前，第一季拍摄

和播出已经完成，其余3季的拍摄正在进
行。为了让更多观众看到“国宝”，全国各
地的博物馆纷纷拿出了镇馆之宝。据了
解，仅故宫博物院就选送了凌家滩玉器、清
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宋代孩儿枕等多件
来自中华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物。

“如何让丰富的文物资源活起来，切实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命题。”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说，近年来，通过提升博
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大精品展览的
供给、推进互联网与文物资源的跨界融合
等工作，文物展示和传播手段得到不断创
新，“而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无疑是文
物普及方面的又一次全新探索。文物正越
来越好地融入时代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3000年后再探“宅兹中国”

当文物成为“网红”

拍摄何尊的分集导演孙戈霆投入了一
年时间来探究如何更好地展现这件“国之
重器”。深埋于地下3000年，何尊的外部
已经被严重锈蚀，底部的铭文也已经氧化
黯淡，为了让观众更清晰地看到文物的细
节，孙戈霆在摄制中采用了全新的3D扫
描技术和全息传存拓技术。首先，它将何
尊从里到外转化成数据，按照1︰1的比例
将其恢复为动画形式，基本上复原了文物
当年的原貌；接下来，他将镜头探入何尊内
部拍下铭文，通过全息拓片将122个字清
晰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这也是这种技术第
一次运用于纪录片拍摄。

“观众在博物馆里看文物，基本上都是
平视视角，或者是隔着玻璃罩往里看。但
在纪录片里，由于使用了新技术，观众可以
360度无死角地看到文物的每一个细节，
也能更好地洞察这些细节背后隐藏的信
息。”孙戈霆说。

“当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时
间越来越碎片化，很难有人可以坐在电视
机前静下心来看较长的纪录片。”顾玉才
说，5分钟一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就像
打开了一条细细的门缝，让人们能通过活
泼生动的电视语言，利用哪怕乘公交、坐地
铁的闲暇片刻来一窥文物的精彩，感受中
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创造。

二十几位分集导演，大多数是“70后”
“80后”，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如果国
宝会说话》的创新动力和对新技术的吸收、
应用能力。与此同时，徐欢也表示，担任该
系列纪录片学术顾问的学者都是年轻的

“70后”，这也为观众认识文物、了解文物
提供了更年轻的视角。

活泼的表现形式，在甲骨文一集中也
体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让年轻观众更好地
接受和喜爱甲骨文，“80后”分集导演寇慧
文用动画讲故事来还原一些场景：早上丈
夫起来，束发的发簪是他可以担起家庭的

证明，是为甲骨文中的“夫”；他出门打猎，
为了走快些，双手用力上下摆动，是为

“走”；林子里，出现了“鹿”；他赶紧拿起
“弓”射了出去，收获了猎物。节目播出后，
寇慧文的甲骨文创意受到了观众喜爱，她
说她有一个小心愿，就是把她展示的国宝
捧成“网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认为，《如果
国宝会说话》充分体现了文物之重与短片
之轻的有机结合。“5分钟的短片非常轻
松，表达形式十分鲜活，将文物承载的厚重
的文化通过最现代、最流行的艺术方式传
达出去，让纪录短片成为文明传播的轻骑
兵，也显示出历史之远与现实之近，咫尺天
涯的微妙之美。”

在“颜值”之外发现更多

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发展智慧

《如果国宝会说话》展示的100件文物
中，有一块遭受过火烧和压砸的铜板，
2300年的光阴在它身上漫漶开斑驳的印
迹，而金银镶嵌的线条依然规整。很难想
象，这是中国至今已经最古老的建筑平面
设计图。它设计了一位国王的陵园，不仅
完全严格按照比例尺呈现了陵园的格局，
而且构造繁复，展现出战国时期的工程和
机械技术。

错金银铜版兆域图很少有机会被展示
在电视观众眼前，但却是河北博物院的镇

馆之宝。“在战国中山国出土的墓穴中，
有大量精美的文物，而铜版兆域图则是
唯一一件在王错墓主室屡屡被盗又屡屡
被遗留下来的文物，可以说正是因为它
颜值不高，才恰恰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而它的内涵却是相当丰富的，它是中国
建筑规划界的鼻祖。”河北博物院院长罗
向军说。
之所以选择拍摄这件特殊的国宝，同为

“80后”的分集导演潘懿说：“这块铜板的价
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另一种思维
方式。我们在看建筑的时候，都是平视视
角，但平面图体现出的是俯视视角，尤其当
它还是以精确的比例尺呈现的时候，可以想
象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已经掌握了空间
思维的方式。这正是所谓以文物看文明。”

的确，汗牛充栋的史籍为中华民族留
下了丰富详实的文字记录，而数以千万计
的文物，则是祖先留存给我们更为丰富广
博的文明信使。“与透过文字的想象不同，
从一件件文物身上，可以观察、触摸、研究、
体认，从而感知古代中国人以及创造者的
温度和态度，解读多个维度的信息，重建一
部基于物质遗存的中华文明史，并进而建
立起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顾玉才说。

随着《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
文化遗产类电视节目的播出，公众对文化
遗产的兴趣也日益高涨。国家博物馆前任
馆长吕章申认为，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再
了解、再认知和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思想渊源的再度深入追溯，对今天
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
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我内心及不同文明之间的
冲突时，会引起人类生态、社会、道德、精神
和价值的危机。我们在解决这些冲突和危
机时，很难从西方文化中找到答案，只能从
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答案。”

继《国家宝藏》后，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再掀文化遗产热——

以 文 物 看 文 明
以 文 明 扬 自 信

●刘阳

有人说，《三国演义》插曲“这一拜，春
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映祭台”是不准
确的，因为在桃园三结义中，刘关张是跪不
是拜。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因为
古时候所谓的拜，其实就是跪。

《说文解字》曰：“跪，拜也。”也就是说，
古人的跪，就是用来行拜礼的。要想知道
跪与拜的关系，这里不能不说到“坐”。

我们知道，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坐与
跪乍看起来一样，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坐，就是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
落在脚踵上。当然坐的姿势也非常讲究，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就是尽量让
身体坐后一点，以示对他人的尊重和谦恭；

“尽前”，就是尽量将身体往前挪，以免饮食
污染坐席而对人不敬。

跪就不同了。虽然也是两膝着地，但
要挺直身子，臀不能沾脚跟，以示庄重。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前进瓿，因
跪请秦王。”这里的跪就是跪拜之姿。

至于“揖”，只不过是拱手礼，它是不必
下跪的。《史记·高祖本纪》：“郦生不拜，长
揖。”《汉书·周勃传》：“（天子）至中营，将军
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这说明揖和拜是有明显区别的，拜比揖的
礼节重，拜要下跪，而揖不必下跪，只是左
手扶抱右手，抱抱拳而已。最常见的揖礼

就是孔子画像中的姿势。
古人的拜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现在通常说的“三叩九拜”

中的“九拜”，就是古人九种拜的礼节。这九种拜分别是稽首、
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其中除了女
性用的肃拜不跪外，其余八种拜都要下跪。稽首是拜礼之中
最隆重的一种礼仪，一般用在君臣之间。先跪下，再拜手，然
后手至地，首亦至地。我们在今天的古装影视剧中看到的朝
堂之上文武百官对皇帝所行之礼就是此礼。顿首是丧事之拜
中最为重要的礼节。一般是先跪拜手，然后手至地，首也叩
地。顿首与稽首不同之处在于，稽首头至于地而不叩，顿首头
至于地而叩。

当然最常用的跪拜礼就是“空首”礼，这种礼下跪后两手
拱合，俯头至手与心平，因为头不至地而至手，故称为“空首”，
也叫“拜手”，简称“拜”。有时为了表示更加尊重，要行两次空
首礼，称“再拜”。《仪礼·大射礼》：“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这里的“公答再拜”，就是指答拜两次空
首礼。所以，“再拜”，不仅是两次跪拜礼的泛称，也是两次空
首礼的特称。

由此看出，拜和揖不但轻重不同，用的场合也大相径庭。
“拜”礼多用于下级对上级，如臣下对君王；而“揖”礼多用于平
辈之间，有时也用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

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25周年、
何香凝诞辰140周年，由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仲恺农业
工程学院和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菊

石之谊——宋庆龄与何香凝”文
物图片展，1月25日在北京宋庆
龄故居开展。

展览集中呈现了宋庆龄、何
香凝从革命同志、亲密战友直到

情谊胜似亲人的风雨岁月，由120
余张图片和近20件文献资料及文
物组成。其中，宋庆龄与何香凝
及家人的往来信函、宋庆龄赠何
香凝外孙女李湄的结婚礼物等都
是首次亮相。

当日，还配合展览开展了主题
讲座。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蔡
瑞燕讲述伟大女性爱情与事业的故
事，并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2018年
6月结束。

曲径通幽兴福寺
●姚雪青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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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石之谊——宋庆龄与何香凝”
文物图片展在京开幕

●姜潇

■■

诗歌丛林翩翩起舞者
——写在杜波诗歌习册上

●雷天放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 建（唐）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在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晨来到
常熟兴福寺（下图），没有见到“初日照
高林”的景色，却别见动人之处。十里
青山虞山之麓，弥漫着雨季特有的薄
雾；古木参天林荫道间，萦绕着清幽的
泥土和山林气息。寺门正对面的坡地
上，静默伫立着两根高大的石经幢，一
古一新，似乎在昭示着这里不同寻常的
故事。寺前的山涧便是有名的破龙涧，
经过涧上石桥，就来到了寺门口。古往
今来的经卷梵唱、暮鼓晨钟，见证着人
来人往、历史兴替。

据记载，南齐延兴至中兴年间，时
任郴州刺史倪德光舍宅为寺，最初叫做

“大慈寺”。梁大同年间，拓建寺基时挖
到了一块石头，仔细观看石头上的纹
路，左看像是个“兴”字，右看又像是个

“福”字。于是，这块“兴福石”便一直保
留了下来，也成了寺名的由来。现在，
到兴福寺祈福的人们，还总要仔细辨认
一下“兴”“福”二字，并亲手摸一摸这块
神奇的石头，相信吉祥的寓意会给他们
带来好运。

在唐代，经历了武则天时期的兴
盛，又在武宗李炎时期一度遭到摧毁的
古寺，到了懿宗咸通九年，得敕赐大钟
及“兴福寺”额，重新复建并成为江南名
刹之一。那么，诗人常建所说的“破山
寺”又是什么来历呢？

当地的老百姓口口相传，在唐代贞
观年间，虞山出现一条白龙，化身为白胡
子老翁，常到兴福寺听高僧讲经。高僧
问他从何处来，老翁答：我不是人，是
龙。高僧询问：可以看看你的本相吗？
对方答：可以，但是别害怕，便现出白龙
的原形。高僧慧眼一瞧，是一条独角蛟
龙，心想如果让它修炼得道，兴风作浪危
害人间岂不更厉害了吗？所以高僧连
忙口诵咒语，召来揭谛神，揭谛神化作一
条黑龙与之相斗，白龙不能胜，冲山而
去，寺前山坡为之破裂，故称“破山”。破
山寺因此而得名。寺前破裂的山坡则
形成了一条山涧，称为“破山涧”。当然，
这是“破山寺”得名的一个传说。

在过去的1500年间屡历兴废，饱
经风雨沧桑，兴福寺自有一种淡定悠远

的气质。在今天，寺内的主要建筑有天
王殿、大雄宝殿（上图）、法堂和禅堂等，
还有云栖塔院、华严楼、观音楼、救虎
阁、空心亭、四高僧墓、伴竹阁、通幽轩
等建筑。如同行走在一个移步换景的
园林，在鸟鸣声声中，随处可见亭台楼
阁依山而建，廊道互通错落有致，花草
树木掩映其间。

兴福寺的后禅院分为东西两园。在
东园，就不能不提到“三绝碑”。碑上是
宋代书法家米芾手书唐代诗人常建之名
诗《题破山寺后禅院》，为清代雕刻家穆
大展所刻。仔细一看，与原文略有不同：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竹径通幽
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
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磐音。”米芾书
碑时，对原诗作了一些改动，有人说是为
了使诗与宋代兴福寺景点更贴切，也有
人说是书法家本身的个性使然：不愿意
仅仅依葫芦画瓢，而是进行自己的二次
创作。常建的诗、米芾的字、穆大展的雕
刻，就成了兴福寺的“三绝”。斯人已经
远去，但见碑后青竹成海，竹香扑鼻。

自常建以降，这里不乏文人墨客的
题咏，例如有唐吴融，宋李光、真山民，
明吴讷，清钱谦益、吴伟业、翁同龢、陈
三立等人之作。此外，还有多位高僧大
德在此留下墨宝，成为兴福寺历史上的
浓重一笔。

再往前走是空心潭，起身左右看
看，梅雨时节的氤氲朦胧中，不时有飞
鸟掠过水面，想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
人心”的诗句显得格外应景。潭水清澈
可以烹茗，潭边空心亭飞檐凌空。在空
心潭北的葫芦潭中，据说曾产一种别处
所无的无尾螺，还曾有难得一见的绿毛
龟。只是现在已经无处寻觅了。

从大雄宝殿往西，便是西园。走过
名为“无漏泉”的小潭，拾级向上进入一
个门洞，里面是一条曲廊。这里便是

“曲径通幽处”了。可不是吗？循廊而
行，右侧是陡峭的山坡，满眼的老松修
竹，空气中有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山
岩中有一处泉水，据说干旱不涸、久雨
不溢，如同君子之大度，因而得名“君子
泉”。位于泉前的廉饮堂，同光二帝之
师翁同龢削籍后一度隐息于此。再往
前行，还有“印心石屋”“日照亭”“云栖
塔院”等建筑。

尽管“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的
境界是今天的人们已难体会到的，但这
里历史还在，故事也在，还能令我们在
流传千古的诗词中回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