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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唢呐

唢呐演奏，经久不衰。镇赉县的董氏一家，
在唢呐演奏上堪称一绝。从祖父到曾孙，已有百
年的历史，他们都能把唢呐演奏得有声有色。
2014年董氏唢呐入选镇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董长海是董氏唢呐的第二代传人，他吹唢呐
是跟父亲学的。董父经常干了一天农活后，业余

时间就在炕头吹唢呐，脆生生的音调总能把董长
海吸引住。就这样，董长海也喜欢吹起了唢呐。
经过多年学习，董长海悟出了用气的门道，仅凭
记忆就能把父亲的拿手曲目吹得一点儿不走音、
不跑调。听到演奏的街坊都说：“董长海是个吹
唢呐的天才。”在董长海的记忆里，每逢邻里家有
喜事，他常跟着父亲去演奏。迎亲时要吹《柳青
娘》，节奏明快，抬轿的人踩着节奏一步一颠，走
得稳当。

董长海不光会吹唢呐，还会制作。在他家屋
里，一个用旧箱子改造的木格子里放着几十支大
大小小的唢呐，其中大部分都出自董长海之手。
唢呐的喇叭口起扩音作用，被称作“碗”，董家制作
唢呐的“碗”都是用黄铜打磨成的，配以紫檀木的
锥形管身。一般情况下，制作一支唢呐需要校对
几十次音色，音色的好坏跟管身上的8个孔有关。
董家最老的一支唢呐是董长海父亲十几岁时亲手
做的，到现在有百年历史。这支唢呐是用铁犁木
制成的，现在已经很少有用这种材质做的了，唢呐
长约60厘米，明显比正常的唢呐大一圈。

后来，董长海在县宣传队当副队长，队里排
演大戏，唢呐是场场不落的主力乐器。

董长海的儿子也对唢呐感兴趣，董长海告诉
儿子：“老辈人吹唢呐靠的不是谱子，是心，如果
心不在上面，一辈子都开不了窍。”

儿子董旭从小跟董长海学吹唢呐，刻苦用
心，仅“喷音”就练了一年多。“喷音”就是把一张
白纸贴在墙上，人的嘴对着白纸发声，直到白纸
不被口水弄湿为止。

董旭8岁时演奏的《幸福年》，在镇赉广播电
台录音并播放。12岁参加白城地区的文艺会
演，唢呐独奏《山村来了售货员》获得一等奖。
1989年参加吉林省中青年器乐大赛（专业组），
演奏的曲目《一枝花》和《百鸟朝凤》获三等奖。
2009年在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大赛中获吉林省赛
区金奖。

如今董家后继有人，第四代也走进了民族音
乐的殿堂。

（白城市文联供稿）

走进香港中央图书馆，时光的闸门徐徐打开。“我去过一次西
藏，所以当我看到解放军战士们在悬崖陡壁上修筑川藏公路的照
片时，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先烈们。”前
来参观的香港市民王女士红着眼眶说。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共同主办的“光影记忆 百年风华——《国家
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于10月8日至17日在香港展出。200余
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聚焦中国现当代历史中若干重大事件和
精彩瞬间，生动地讲述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引领香港市民重
温家国记忆。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络绎不绝，展厅里人头攒动。

“当我看到1954年解放军人手开凿川藏公路，3000多名年轻
战士化作永恒的里程桩，我泪奔了！”蓝雪宝说。这位在“修例风
波”期间被称为“正义姐”的女士，同儿子在展览中上了一堂中国历
史课。

“只知道国家打仗保卫国土，却不知道在那么匮乏落后的年
代，国家已经做了这么多改善民生的基建。”蓝雪宝的儿子王皮在
参观完展览后说。

“1949年，江苏夹江北岸，19岁姑娘颜红英划着全家赖以生
存的小木船，运送解放军战士渡江作战。”刚上小学二年级的袁睿
在母亲帮助下，一字一句朗读着照片说明。袁睿母亲说，自己昨天
就来过一次，今天专门带着儿子再来看一遍。她感慨，自己以前对
于祖国发展的认知实在太少，借着图片展的契机，要好好带着儿子
补上历史这一课。

不少参观的香港市民告诉记者，以前缺乏对祖国发展的了解，
而这一次重温老照片，真真切切感受到国家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
不易。“见识了祖国的发展，我更加热爱这个国家。”参观完，袁睿在
自己的笔记本上用拼音和文字写下这句话。

在重温历史的基础上，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在香港同胞心
中油然而生，且愈发强烈。

在国家月壤亮相香港会展中心的照片前，参观者马文善难掩
内心的喜悦，“我6月份去看了月壤，看着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得
这么好，我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强大，就是我们香港同胞最大的
骄傲。”

互动区域滚动播放新华社“国家相册”微纪录片，长凳坐满了，
观众就站在后边。头发花白的区炳培和太太看得意犹未尽，他告
诉记者，这一圈老照片看下来真是鼓舞人心。从新中国成立，到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再到香港回归，还有去年内地驰援香港

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每一张照片都让他热泪盈眶。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特地带着年轻

同事一同参观展览。她说，看着昔日的荒原变成人工林海，昔日偏
远的地区有了新修的道路，备受感动，足见中国共产党当真是为人
民创造了幸福的生活。

“看到东江水哺育香港市民的照片，深感国家一直都在照顾香
港。”叶刘淑仪认为，通过照片展的形式重温历史，让香港民众更加
体会到香港与祖国的血脉相连。

生动的图片不仅记载着我们从哪里走来，更告诉我们应向何
处去。

“今天从历史走来，未来也将从历史中找到方向和轨迹。今次
展览所展陈的历史瞬间，反映百多年中国如何从山河破碎积贫积
弱，走到光明繁荣强大的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更加繁荣昌盛，实现
伟大复兴的未来。”苏浙小学五年级的伍卓儒将展览的后记一字一
句摘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我觉得非常幸运，也非常自豪，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说。
看着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部分学生离校奔赴抗日前线的合

影留念，“90后”香港青年陈景扬不禁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作
为一名香港年轻人，我们要向前辈们学习，越是艰险越向前，与祖
国同行共进！”

带着学生参观完展览后，苏浙小学韩老师说，这次图片展给孩
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史教育课，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热爱祖国
的种子。“这颗种子会茁壮成长，让孩子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认
同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说夏季星空是一首田园交
响曲，那么秋季星空就是一首抒情小
夜曲。天文科普专家指出，秋夜的苍
穹虽不如夏夜热闹，但也不乏看点。

“飞马当空，银河斜挂”是秋季星空的
重要特征，主要星座有飞马座、仙女
座、英仙座、仙王座和仙后座等。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
专家修立鹏介绍说，秋季入夜后，天
空中占据主要位置的还是夏季的标
志性星座，比如处于天顶附近的天琴
座、天鹰座、天鹅座等，但一些秋季的
代表星座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银河也由正南方天空移向西偏南方
向，虽然没有夏季时那般璀璨，但也
别有一番韵味。

春季星空中有醒目的“春季大三
角”，夏季星空中有显眼的“夏季大三
角”，秋季星空中也有引人注目的“秋

季四边形”。
“这个四边形由飞马座的α、β、

γ3颗星和仙女座的α星构成。这4
颗星在我国古代分属两个星宿：壁宿
和室宿，东侧两颗是壁宿一和壁宿
二，西侧两颗是室宿一和室宿二，亮
度都在2等左右，如果天气晴好，还
是很容易辨识的。”修立鹏说。

从壁宿一和壁宿二的连线向北
延伸，可以看到明显的仙后座，它的
5颗2等亮星可连成一个英文字母

“W”，开口朝向北极星，和北斗七星
隔着北极星遥遥相对，非常醒目，很
容易找到。从室宿一和室宿二的连
线向北延伸，可以找到仙王座。

秋季是四季星空中亮星最少的
一个季节。从室宿二和室宿一的连
线向南延伸，可以看到秋季星空中最
亮的恒星——位于南鱼座的北落师

门，亮度大约1.2等，与“夏季大三角”
中最暗的恒星天津四差不多。

从壁宿二和壁宿一的连线向南延
伸，可以找到亮度为2等的恒星土司空。
在北落师门与土司空的下边，有一颗亮
度为2.4等的恒星——凤凰座的火鸟
六，这3颗星组成了“秋季南三角”。

秋季星空虽然亮星不多，但却有
很多著名的深空天体，例如仙女座大
星系M31和三角座的M33风车星
系，它们既明亮，视面积也比较大。
此外还有宝瓶座的行星状星云
NGC7293、英仙座的加州星云等。

“观测和拍摄这些天体，就得借助天
文望远镜了。”修立鹏说。

秋日朗朗，风轻云淡，感兴趣的
公众不妨寻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呼
朋引伴，去领略一番秋季夜空的独特
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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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皮日休（唐）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之美，除了西湖十景，更美在这
一枝枝秋日里的桂花（上图，影像中国）。桂花幽香淡雅，是这座
城留给人们的嗅觉记忆。

秋日清晨，从微风裹挟的桂香中醒来；入夜，踏着姗姗而落
的桂花在山路漫步，真是浪漫乐事。中秋夜，上天竺寺赏桂，晚
唐文学家皮日休找到了绝佳地点。

诗中所述天竺寺初名翻经院，今称法镜寺。经过灵隐寺旁，
可从灵隐合涧桥上循路而进。这是一条很有韵味的路，名曰“天
竺路”，路边小溪潺潺，桂树成排，茶园满坡，民居散落其间。下
天竺、中天竺、上天竺三寺便深藏于林间山谷之中。寺宇壮丽，
景色清幽。清朝乾隆皇帝分别命名上、中、下三天竺寺为“法喜
寺”“法净寺”“法镜寺”，并亲题寺额，其名沿用至今。

法镜寺距离灵隐寺景区最近，步行仅十来分钟的路程，是三
天竺寺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法镜寺规模虽小，却庭院开阔，环
境清静，明黄色的墙壁大气醒目。寺旁一棵参天古树，见证着寺
院悠久的历史，也将这本已掩映在群山中的小寺又遮藏了几分。

天高气爽的秋日里，明月皎洁的夜色中，搬一把竹椅，邀一
轮明月同坐，沏一壶好茶，与几只秋虫对语，任习习凉风拂面，感
受满院的桂香弥漫，相信你也能体悟皮日休的心境。

文人爱赏桂，无数诗篇形容不尽桂花的美。白居易在《忆江
南》中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
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更有食客为之一笑——他们摘得桂花一
兜，做成桂花糕，酿成桂花酒，既得其香，又品其味，更是美哉。

秋风乍起的杭州，少了分燥热，多了丝清凉。风一动，山寺
溢满桂香，那份隐逸的闲适愈发迷人了。

在闽浙交界处，连绵群山隔断南北。古
时，蜿蜒于大山之中的仙霞古道是出入闽地
的主要通道。古道南端尽头，在福建省浦城
县，那里旧时有间官驿，名叫“渔梁”。

明朝人王世懋《闽部疏》记载，“凡福之丝
绸、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
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
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仙霞古
道盘山而卧，道阻且长，是商贾官宦北上中
原，南抵南洋的必经之路。而渔梁驿，也成为
八方行客歇脚小憩之地。自唐迄清，无数离
人骚客夜宿渔梁，留下了一段段千古绝唱。

我们不妨来看看宋人的几句诗：“浮空高
展神仙盖，列障长开水墨屏”，汪藻前往渔梁，
被途中的山景折服；“路穷岩瀑挂，爽气净尘
氛”，刘子翚途中偶遇瀑布，如此惊叹；“浅溪
忽涨寻常水，朽树犹开千百花”，刘克庄寄宿
渔梁，爱上了这里的水；“庭树疏疏河汉低，瓦
沟霜白月平西”，蔡襄在驿站倚窗远眺，夜浓
诗意更浓。而清朝人袁枚入闽，则更喜欢渔

梁的农忙气息，“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
夕阳西”。一首首诗歌，勾勒出一幅幅恬雅自
然的农耕山水画。

实际上，诗人们夜宿渔梁实乃无奈之举。
仙霞古道上层峦叠嶂，山上山下温差巨大，各岭
之间又晴雨不同。“一过仙霞两耳无，人声都变
鸟声呼”，袁枚不禁感叹古道艰难。南下者舟车
劳顿，需在渔梁整顿休憩，北上者望山兴叹，也
只能在驿站养精蓄锐。“无衣无褐者，何以过渔
梁”，宋朝人蒋之奇宿渔梁驿，感慨万千。

人生途漫漫，谁未曾有过这种无奈？“投
宿渔梁溪绕屋，五更听雨拥篝炉”，陆游在渔
梁遇雨，原本遭受诋毁、蛰伏蜀东作重振河山

之谋的他，却不料调任福建路常平茶事，半生
北伐梦，一朝尽灭。“大雪迷空野，征人尚远
行”，蔡襄在渔梁沐雪，他将离开八闽故土回
朝任相，当时北宋积贫已深，蔡襄眉头紧蹙，
在茫茫大雪中且行且思。“爆竹一声乡梦破，
残灯永夜客愁新”，宋朝人黄公度夜宿渔梁，
正逢乙亥除夕，爆竹声伴着思乡情，声声入
耳。都说触景生情，雨、雪、佳节，渔梁的夜月
与路途的艰难，激发诗人们无尽的诗情。

其实，士之悲喜并不只为自己，也为家国
天下。

“我行浦城道，小疾屏杯酌”，陆游在渔梁
驿抱恙独饮大醉，自嘲“睡起方知梦本空”，但

直到弥留之际，他仍不忘殷殷托付“家祭无忘
告乃翁”，至死放不下的是山河一统的梦想。

“更登分界岭，南望不胜情”，蔡襄在北上
途中，不断回望主政多年的闽地，在那里，他
修路搭桥，发展农业，整顿吏治。终究，他还
是放不下那里的百姓。蔡襄入朝后，曾主管
中央财政，“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
颇有建树。

黄公度一生受蔡京妒恨，不得志而辞官
回闽，直到蔡京身死，他才奉诏归京。“年来似
觉道途熟，老去空更岁月频”，暮年的他知道
这是重整朝纲的好时机，于是舍弃东篱，一路
向北，最后积劳成疾，病死任上。

渔梁夜色深深，斗转千百轮回，多少人在
驿站门前走走停停。窗烛安在，诗篇隽永。吟哦
中的悲与喜，岂不饱含着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思。
夜宿渔梁，比起百越美景，比起沿途艰辛，比起
平生际遇，他们忧思的，更多是社稷与黎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抵
如是。

纪录片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通过具有
现场感的寻访，从文化、旅游、生态等
多个维度，展现美丽宁夏新形象

最近，纪录片《天下黄河富宁夏》
第一季《万物生》在多个平台播出，引起
关注。黄河之水自青藏高原一路东
行，穿过兰州后不久，由于地势的改变
突然转折，顺着贺兰山由南向北贯穿
宁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傍着黄河，
酿造出塞上江南的传奇。纪录片从为
什么“天下黄河会富宁夏”切入，徐徐展
开了一幅黄河两岸人家的生活画卷。

纪录片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纪录
频道联合出品，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通过
具有现场感的寻访，从文化、旅游、生
态等多个维度，展现美丽宁夏新形象。

纪录片结构平顺自然，呈现朴素
灵动。沿着黄河在宁夏段极其独特的
流向——由南向北——渐次推出人物
和故事，呈现宁夏的自然风貌。在对
黄河全貌进行简短勾勒之后，选取生
活在银川的一对父子的视角作为全篇
索引，讲述8组人物故事，描述黄河对
于宁夏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8 组人物故事中，有羊皮筏子制
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周德楠和他的徒
弟们留住黄河上这道风景线的努力；
有中卫市治沙林场场长唐希明和他的
妻子、女儿乘坐绿皮车的告别之旅；有
贺兰山苏峪口贺兰山管理局的护林员
张凯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观
众就会被片中人物吸引：黄河边围着
篝火唱着“花儿”起舞的村民，贺兰山

中聚少离多的护林员，热爱葡萄园的酿酒师……纪录片讲述了
他们与黄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他们的感触与思考。

创作者努力挖掘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蕴含的丰富意义，用
镜头说话，把温情藏在故事和人物的独白中，解说文字简洁而温
暖，充满内在的张力。纪录片结尾，自然引发出这样的感想：守
护好黄河、小心翼翼守护贺兰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可以说，这是一部弥漫着浓浓烟火气的诗意纪录片，看完纪
录片，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正如开篇的一段话所说的：宁夏黄河
段看似平静，但有一种涌动藏在水的下面，这是一种生命的力
量，一种延绵不息、一直向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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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山中赏桂
●方敏 郭扬

“飞马当空，银河斜挂”，秋季星空长啥样？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夜 宿 渔 梁
●叶欣

一 堂 生 动 的 国 史 教 育 课
——《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侧记

●新华社记者 黄茜恬

视点■■

跟着诗词去旅游■■

我
看
我
说

■■

唢呐演奏

10月11日，香港小学生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