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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有着悠久的鲁锦文化。鲁锦是鲁西南地区特有的纯棉手工提花纺织物，因色彩绚丽，灿烂
似锦而得名。鲁锦织物工艺繁复，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要经过轧花、纺线、络线、织布等72道工序。2008年，鲁
锦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嘉祥县的鲁锦纺织企业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同时，改进纺织
技法，创新样式设计，让传统文化不断保持活力。图为在嘉祥县一家鲁锦纺织企业，工作人员在整理鲁锦服饰。

■新华社记者 王南 摄

让古籍文献“活”起来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侧记

据新华社 推开厚重的隔音门，
《浏阳河》悦耳的钢琴旋律先从门
缝里传出，紧接着合唱的声音如
海浪般层层推来，让人陶醉。然
而，在屋里唱歌的并非专业合唱
团，而是宁夏惠农区的一群普通
市民。

这是惠农区文化馆开设的“市
民学校”在开班教学。这所“市民学
校”被当地人看作“群众文艺殿堂”，
这里有专业的场地、设备，还有文化
馆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授课，课程涵
盖声乐、舞蹈、书法、美术、曲艺等多
个艺术门类，而学生则全部是零基
础的群众。

“这几年，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
升级，‘市民学校’应运而生。”惠农
区文化馆馆长李学兵说，近3年，惠
农区群众文艺社团数量增长了8倍，
各种文艺活动数量也大大增加，但
不少群众表示，跳广场舞、参加街道
文艺比赛已经“不够过瘾”，他们需
要接受更加专业的文艺培训、走上
更大的舞台。

70岁的电厂退休职工王金廷年
轻时就喜欢唱歌，却一直没条件学
习声乐，平时只能买几盒磁带跟着
哼唱。退休后，她有了大把时间，经
济条件也越来越好，却找不到可以
系统学习唱歌技巧的地方。

2016 年底，首期“市民学校”
开班，王金廷立马赶来报名。在
这里，她和 40 多名同样热爱唱歌
的同学一起学习了乐理，练习了

发声，还学会了不少合唱技巧。“感
觉愿望实现了，我每天都高兴得
不得了，几乎每节课都来。”王金
廷说。

惠农区文化馆馆员、“市民学
校”声乐老师陈红告诉记者，学校每
年开班时间长达6个月，课程设置十
分讲究系统性，不少零基础的学员，
如今已达到准专业水平。

王金廷所在的合唱班就因为
学员整体水平较高，在今年春节前
集体登上惠农区迎新春团拜会的
舞台。“团拜会相当于我们当地的

‘春晚’，800 多人的大剧场里观众
坐得满满当当，我当时心情实在太
激动，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王金廷说。

据了解，每年“市民学校”可培
训出数百名像王金廷这样的学员，
这些人学成后，一部分又会成为当
地群众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组织
更多群众搞好文艺活动。

“市民学校”舞蹈班学员高代敏
便是惠农区群众文艺界的“红人”，
她每年除了和其他学员一起送文化
下乡，还负责指导多个社区文艺社
团的舞蹈编排。今年当地举办的秧
歌社火大赛共有 10 支队伍参赛，其
中 3 支队伍的舞蹈动作是由高代敏
指导编排的。

“这些学员哪个回到社区都能
当文艺辅导员。依靠群众搞文艺，
文艺之花才会处处开。”李学兵说。

■靳赫 马丽娟

据新华社 始建于公元 7 世纪的
布达拉宫，因其独特的建筑、数量众多
的宫藏文物，被誉为“藏民族历史文化
艺术的宝库”。

2019 年初，我国计划投入 3 亿元
专项资金，开展为期 10 年的布达拉
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随着京、
藏两地专家陆续到来，工程进入筹备
阶段。

一座静待唤醒的文史宝库
登上布达拉宫德阳夏三排梯，记

者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一间约
160平方米的古籍文献库内。

这里就是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
利用工程前期古籍文献普查登记工作
的首个办公点。

五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台电子
秤、两盏LED补光灯……这里设施简
单，工作却意义深远。

“我们将对所有古籍文献进行
鉴定，并就近 20 项内容进行藏、汉
双语信息数字化登记。这将填补
布达拉宫现有文献数据库诸多方
面的信息空白。”工程特邀古籍专
家白张说。

布达拉宫典籍浩瀚，可谓一座名
副其实的藏民族文史宝库。

据悉，目前布达拉宫在册的汉、
藏、满、蒙、梵等多文种珍贵古籍文献
有近 4 万函，其中包括近 3 万叶、460
多函贝叶经珍品。

这些古籍文献的内容可大致归纳
为：经藏、律藏、论藏等三藏典籍；佛本
生传记；各语种医药学、史学、戏剧；各
类志书、目录等。

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
古籍文献保护利用的力度，布达拉
宫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一定成
绩。然而，由于宫藏古籍数量巨大，
且因遵循传统，分散保存在各灵塔
殿及古籍文献库等处，截至目前，布
达拉宫管理处只完成了总量约 60%
的文献登记。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数量到底有
多少？这些文献究竟记录了什么？
这些疑问都有望在此次工程中找寻
到答案。

据了解，摸清家底，做到对宫藏文
献数量、等级、内容等心中有数，将对
今后古籍文献保护利用起到关键的信
息支撑。这是管理处在工程启动前开

展文献普查的初衷。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走进布达拉宫西大殿，高悬殿堂

正中央的乾隆皇帝御题金匾额“涌莲
初地”映入眼帘。顺着大殿东壁一组
记录有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顺治
皇帝的壁画，记者来到南侧的持明
殿。在这里，记者被该殿一整面密密
麻麻摆放有古籍文献的“经书墙”所
吸引。

“这面墙的经书架大约高7米、宽
43米，里面存放有1405 函古籍文献，
其中包括公元 17 世纪用金汁及银汁
书写的《甘珠尔》。”管理处文保科科长
边巴洛桑说，类似这样的珍贵古籍文
献还有很多。

“古籍文献的保护就是一场与
时间的竞赛。”边巴洛桑说，布达拉
宫本身就是一个古建筑群，包括古
籍文献在内的文物是殿堂陈设的一
部分，几百年来，它们几乎原封不动
保存至今。

他说，近年来布达拉宫安全消防
设施全面升级，古籍文献安全得到进
一步加强。然而，粉尘、老鼠及文献

自然老化等，仍是管理处面临的棘手
难题。

“将古文献一一请出，登记造册，
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保存？”边巴洛桑
说，此次工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遇，希望这些珍贵古籍都能得到更科
学的保护与利用。

据悉，未来十年，工程计划在古籍
文献保护、修复、研究、展示及管理等
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力争结合现代科
技与古文献保护方法，探索出一整套
符合布达拉宫实际的古籍文献保护利
用模式。

走出深闺为人识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中尤为珍贵的

是来自古印度等地的贝叶经，其中最
早的珍品距今已逾千年。

曾有专家估算，全世界现存贝叶
经总量不过千函，其中布达拉宫藏量
居首。

据介绍，布达拉宫贝叶经中，许多
是失传已久的重要梵文原典，具有极
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2009年，为更
好保护这些珍品，布达拉宫专门设立
了贝叶经库房。

“打开贝叶经库房的门，需要三位
以上工作人员在场。”管理处副处长觉
旦说，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为贝叶
经库房安装了监控设备等。

目前，这些“书写在树叶上的文
明”鲜为人知，游客很难一睹布达拉宫
贝叶经真容。

贝叶经仅是布达拉宫数万函古
籍文献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虽
然管理处文物研究科已整理出版
布达拉宫文献系列丛书,但仍有许
多古籍文献数百年来束之高阁，从
未示人。

为了让更多珍贵的古籍文献“活”
起来，据悉，工程将利用高科技手段，
结合古文献保护原则，对珍贵古籍文
献进行数字化归档展示，让他们走出
深闺高阁走近读者，从而解决古文献

“藏”与“用”的矛盾。
同时，工程还将在数字化保证

古籍原生性和再生性基础上，邀请
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工
作，让更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珍
贵古籍文献重获新生，让更多人领
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
魅力。 ■春拉

据新华社《赣南客家围屋保护
条例》近日获江西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于3月1日
起施行。这意味着赣南客家围屋将
获得富有地方特色、针对性更强的
法律保护。

据介绍，赣南客家围屋是历史
上赣南居民为聚族而居建设的四面
围合、有防御性设施的民居，极具历
史研究、文化、旅游等价值。条例对
列入赣南客家围屋保护名录的围屋
分三类保护，第一类为文物保护单
位，再根据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赣南客家围屋的历史、艺术、文

化等价值，将其分为第二类、第三类
保护。

若破坏已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的赣南客家围屋，出现擅自在赣南
客家围屋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
或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未经批
准在赣南客家围屋的建设控制地带
内进行建设工程，并对赣南客家围
屋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擅自迁移、
拆除赣南客家围屋；擅自修缮或未
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修缮赣南客
家围屋，明显改变原状等造成严重
后果的行为，将处5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 ■邬慧颖

据新华社 日前，教育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共同举行发布会，正式
发布《岳麓宣言》。

《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
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向全世界发出倡
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
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
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介绍，

《岳麓宣言》充分体现了加强语言交
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资源保护

的指导思想，倡导各国制定语言资源
和语言多样性保护事业行动计划及
实施方案。

根据《岳麓宣言》，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肩负着倡议、引领、促进、普及、
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职责。

《岳麓宣言》也鼓励各成员国制定健
全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资源管理运营
机制，鼓励国家语言文字管理部门、
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公共和私人机
构以及个人通过科研、媒体、课程、艺
术、文化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等多种
方式保护并促进语言多样性，并倡议
通过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技术推动
语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和有效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国各民
族的语言众多，其中也有不少处于濒
危状态，《岳麓宣言》对于保护我国不
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起到积极作
用。”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说，《岳
麓宣言》的发布，有助于语言资源保
护理念的传播，推动全社会对语言资
源保护问题达成共识。

据了解，2018 年 9 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首
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议以

“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作用”为主题，通过了重要成
果性文件《岳麓宣言（草案）》。《岳麓
宣言》日前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
网公布。 ■王鹏

《岳麓宣言》向世界发出倡议

保护语言多样性

宁夏惠农区：

“市民学校”浇艳群众文艺之花

赣州立法保护赣南客家围屋

用一生时间守护“纯粹无瑕”的文学

在《波拉尼奥小说的几何学》一
文中，哈维尔·莫雷诺将罗贝托·波拉
尼奥的小说描述为一个不完整的直
角三角形。先不说莫雷诺的阐释是
否合理，毕竟他把以《未知大学》为代
表的诗集排除在外，只选取了《智利
之夜》《荒野侦探》《2666》等十来部小
说。这些小说来自波拉尼奥的最后
十年，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主题：
在生命的尽头戮力回望过去，描绘拉

美的文人生态。当然，这样的文学并
不温柔，它与波拉尼奥一起，在漫漫
的流浪路上，相伴而行，经受洗礼，练
就出凌厉的本性。

可惜，命运并没有给波拉尼奥太
多时间。为了再现他的拉美情结，为
了赶在结束之前说完心中所想，他的
语气是急迫的，态度是激烈的。《智利
之夜》是一本将死之人的临终自白。
叙述者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

鲁瓦，兼具三种不同身份：神父、诗
人、文学评论家。然而，立志文学创
作并不代表真正明白文学的意义。
至少，拉克鲁瓦并不纯粹，从一开始，
他就放弃了作家的天真，开启了他的

“黑夜”之旅。那么，这里究竟存在怎
样的文学？波拉尼奥没有给出明确
的答案，不过结合他的另一部作品

《遥远的星辰》，不难看出端倪：上世
纪60年代，某位自称为“野蛮文学运
动”开山鼻祖的文学恶棍，将自己关
在遍地垃圾的房间里，通过亵渎经典
作品，与成名作家进行灵与肉、精神
与凡胎的沟通，进而超越文学壁垒，
将自己定义为“伟大作家”。

《智利之夜》的六个故事，从不同
侧面印证出波拉尼奥的观点，串联起
恶棍拉克鲁瓦的一生。最初，他在文
学评论家费尔韦尔的庄园里，仰望诗
人聂鲁达的背影；随后，他听到危地
马拉画家和奥匈帝国鞋匠的故事，终
于明白坚持理想的代价；接着，他去
往欧洲，以“古迹保护”的名义，学习、
参与用猎鹰捕杀鸽子的行动；回国
后，他闭门不出，读起了古希腊文学，
对窗外的变故装作不知；最后，他受
邀到小说家玛利亚·卡纳莱斯的沙龙
彻夜狂欢，却不清楚宅子的地下室，
正在进行着怎样肮脏的勾当。

那么，波拉尼奥呢？他的身体
“业已衰老”，精神却永远年轻。他就
是故事里那个患有严重厌食症的中
美洲画家，“反复又徒劳”地想要在巴
黎的街市，寻找墨西哥城黎明前一小
时的天空；他是得不到国王资助的奥
匈帝国鞋匠，执意以一己之力为天下
英雄树碑立传。这意味着，就算明知
世界已经千疮百孔，他仍然会和挑战
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起，“全身心地投
入到他自己执著的梦想中去，越过噩
梦前进”。因为，在梦的另一边，有他
日夜期盼的墨西哥城，以及“威严、宁
静、暗沉而又庄严”的英雄岭。哪怕

要把身体彻底掏空，哪怕注定是“溃
败”的前奏，也要让自己成为“英雄
岭”里唯一的英雄。

回顾前半生，波拉尼奥曾经这样
写道：“我失去了一个祖国，却赢得一
个梦。”当然，这个他从博尔赫斯那里
拿来的意象并不美好，更不诗意。至
少，波拉尼奥从来没想过，要用甜蜜
的糖霜去包裹现实的苦药，去掩饰恶
棍的劣迹。仿佛要制作一部无声电
影，《智利之夜》在黑夜里起身，在黑
夜里终结。但谁都不要指望，波拉尼
奥会给我们提供一段完整、鲜活的影
像。如他所说，《智利之夜》就是一种
混合着梦魇、谵妄、谎言的呓语，是一
卷闪耀在白色屏幕上的“烧毁了的电
影胶片”。要命的是，胶片映照不出
梦中人真正的模样，却带来了似是而
非的幻觉：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身在
梦中，反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宣称“我们的动作变得不一样了。我
们像羚羊那样活动着，或者像梦见了
羚羊的老虎那样活动着”。

问题是，羚羊是怎么活动的？老
虎又是怎么活动的？如果不能紧紧
地“跟随着历史”，柔弱的羚羊难免会
成为猛兽嘴边的腐肉。于是，为了在
虎爪下偷生，羚羊学会了改变。久而
久之，就有了这样一幅荒诞的画面：
羚羊扮作老虎的模样，亦步亦趋地跟
随猛兽，走入漫漫的夜色之中。这何
尝不是一种成长？或许，可以用《未知
大学》里的句子来诠释拉克鲁瓦的成
长：“而噩梦对我说：你将成长。你将
把痛苦和迷宫的形象抛下，你将遗
忘。但那时候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
显然，早在他的诗人时代，波拉尼奥就
有了最初的文学方向。在这里，写作
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头脑风暴”，只
要生命还在，就不会停下脚步。而《智
利之夜》呢，作为波拉尼奥飓风的核
心，不过是依照他事先埋好的伏笔，
一步一步地卷了过去。 ■谷立立

《智利之夜》
罗贝托·波拉尼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多角度剖析了露丝·汉
德勒个人及其玩具帝国的生命历
程。她如何用出色的行销头脑，让
原本无人看好的芭比持续风靡半个
多世纪？她如何克服工作、家庭、身
体的重重危机，活出自我，笑对人
生？充分展示了女性的自信、独立、
优雅、美丽、坚强、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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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瞳：我和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作者：初雯雯 王昱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芭比：一个娃娃风靡世界的秘密》
作者：罗宾·格博
出版社：中译出版社

这是一本角度奇特、颇为有
趣的自然摄影、自然探索类的图
文书，作者在呈现探索自然、追寻
野生动物故事的同时，她的挚友
王昱珩则从一个资深自然爱好者
及手绘师的角度，以批注和手绘
等方式，带给读者一个关于自然、
摄影、观察等全新的阅读角度和
阅读体验。

《种子的力量：读懂钟扬》
颜维琦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走近一个高尚的灵魂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繁密的
出差行程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2018年9月29日，《光明日报》首席记
者颜维琦撰写的《种子的力量：读懂
钟扬》在五峰书院举行新书首发，作
者与钟扬生前的同事复旦大学研究
生副院长楚永全一起，做了一场生动

的报告会。
我与钟扬毫无交集，既不在他的

学科领域内，也从未见过他。为何会赶
去听这一场报告会呢？并不是因为太
空闲，人到中年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
去聆听有关钟扬的报告会，仅仅只是出
自一种尊重，一种感佩，一种景仰。

果不其然，这场报告会充实而富
有细节。颜记者曾经采访过钟扬，现
在又写出这本书，她的讲述格外丰
富。楚老师以老同事的角度，谈的话
题角度也很新颖，比如钟扬如何在人
生的几次转折中选择自己的方向，步
步深入，给我们呈现了多面的钟扬。

拿到这本刚出炉的新书，很快就
读完了。钟扬这个人，是一个多么有
意思的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平凡
人。读到第九章《家，那么近那么
远》，竟然时有泪意。看到最后的参
考书目，提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钟
扬文集》和《钟扬纪念集》以及中文系
梁永安老师写的《那朵盛开的藏波罗
花：钟扬小传》，相信这些文字可以告
诉读者，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可以做
一个怎样的人。

“高尚”这样的词汇，现在很少出
现在大家的脑海里了，仿佛像一个尘
封的古董词汇，使用起来都显得矫情虚
伪。然而，当一个真正高尚的灵魂出
现，大家仍会被折服，仍禁不住感动。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高尚
的灵魂。钟扬年少成名，履历显示他
从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但他从没
有为年少盛名所累，一直对世界充满
好奇与探索。成年之后的钟扬在各
领域都格外突出，忙得简直要飞起。
当第一次中风抢救回来后，他并没有
收敛工作狂的惯性，书里收录了年迈
的钟扬母亲写给儿子的一封劝诫信，
那份爱子之心，读之令人心折。书中
提到钟扬小时候看书玩电池，身为化
学老师的母亲一点没有责备他弄得
乱七八糟，而是带他去实验室，带他
去工厂参观。钟扬非常看重教育，与
他自身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可谓

“诗书传家”非常典型的例证。他从

一个有职级待遇的研究者，转向为复
旦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为的就是要
从事教学工作。他不放弃任何一个
学生，他耐心地教导每一个学生，哪
怕后来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他甚至
会在毕业典礼上坚持把每个学生的
名字都念一遍。

钟扬对名利和金钱都不热衷，他
醉心于自己的研究，不辞辛劳在高海
拔地区西藏与低海拔地区上海来回
奔波，为了就是让研究后继有人。为
了培养人才，他可谓殚精竭虑。曾经
他允诺妻子，一对双胞胎儿子的教育，
12岁以前妻子主要承担，12岁以后就
交给他；后来这个约定又延至15岁。
两个儿子在 9 月 9 日刚过了 15 岁生
日，半个月之后他们的父亲就不能再
履行约定了。他的妻子在这本书的序
言中，娓娓道来自己在钟扬离世这一
年来的心路历程，哪怕是刚听到噩耗
传来时心里想“总是在路上，出这样的
事情，概率是很高的”，短短的序言里，
看得出来两人相知甚深，“你是为科学
而生，为事业而生，为理想而生，你的
人生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

时代楷模钟扬，并没有被符号
化，标签化。他离开的这一年多，在
各种纪念文章里呈现出来的是多面
钟扬——斜杠钟扬的多重身份，每一
重都是生动的。他书法写得好，还会
拉二胡，年轻时写诗经常拿稿费请
客，饭量惊人，厨艺了得，事无巨细拿
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满满的日程，见缝
插针做许多重要工作，是个超级时间
精力管理者。他字斟句酌，撰写上海
自然博物馆的条目；他是大学者，却
耐心做小朋友的科普工作。他幽默，
有烟火气；又认真严谨，不畏艰苦，胆
大坚韧。 ■秦玉兰

小说讲述了太阳即将变成红
巨星，毁灭全太阳系里的行星，人
类启动庞大的地球逃脱计划，在
地球的一侧安装上巨大的地球发
动机，将整个巨大地球环境圈化
为的移民方舟，逃离太阳系，寻找
新家园。

《流浪的地球》
作者：刘慈欣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