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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2020 年，紫禁城将满
600岁。故宫人将如何庆祝它的“大
寿”？这个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在
故宫博物院 3 月 4 日举行的发布会
上有了答案。

“我们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
它庆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
露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故宫博物
院将推出最好的展览，在最优质舒
适的参观环境中向公众展出——从
书画器物、宫廷文化、文人雅士、节
庆风俗、世界文明、考古发现等方
面，展现600岁的紫禁城和95岁的故
宫博物院的深沉魅力。

2019 年 3 月，“龙凤呈祥——故
宫博物院藏龙凤题材文物展”；2019
年 4 月，“宫廷御医药展”；2019 年 7
月，“良渚玉文化展”；2019 年 11 月
的“故宫文房特展”和“洪武、永乐、
宣德瓷器大展”；2020 年 5 月，南唐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亮相；
2020年9月，“《清明上河图》与历代
风俗画”展；2020 年 12 月，“康、雍、
乾瓷器大展”……

通过这份内容丰富的日程表，
我们可以预见，这一系列持续到
2020 年底的展览，将使紫禁城绽放
出炫目光彩，也会让一直喜爱故宫
的观众们大饱眼福。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不断
创新的展览和品种丰富的文创产
品，拉近与公众的距离。2018年，故
宫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1700万。

故宫博物院对观众进行分析后

发现了几个新的趋势——
年轻观众成为参观“主力”。

2018 年的观众中，30 岁以下观众占
40%，30－40岁观众占24%。这些数
据证明，故宫博物院正在吸引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目光。

观众参观时长增加。“以前，很
多观众跟着导游，半个小时就从午
门走到了神武门，没有看展览就直
接出去了。”单霁翔说，现在分布在
各处的展览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
观众，大家看展览越来越细致，在故
宫博物院流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淡季参观人数大大增长，实现
“旺季不挤、淡季不淡”。2018年，故
宫博物院实行每日限流 8 万人措施
的天数达到76天。刚刚过去的1、2
月，本是参观淡季，但由于“贺岁迎
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的举办，
参观人数同比增加50%以上，尤其是
来参观的北京市民大幅增长。

观众参观的区域不再集中于
“中轴线”附近，更多新开放区域得
到了观众青睐。钟表馆、珍宝馆等
常设专馆参观人数不断增长，2018
年的参观人数达524万人次，比2013
年翻了一番。

观众们的肯定，无疑是对默默
付出努力的故宫人最好的回报。

“紫禁城建成 600 年来临之际，
故宫博物院将以更深切的情感、更
多元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为观众
带来最好的文化体验和博物馆之
旅。”单霁翔说。 ■施雨岑

2020年，紫禁城将满600岁

《清明上河图》等重磅展品来“贺寿”

据新华社 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
海，3 月 1 日启动一项专门针对电影
老艺术家的口述历史采集整理项目。

上海的电影人和电影故事，在
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上海电影工作者为中国电
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迄今为
止，尚没有专业机构对上海电影艺
术家的口述历史做过系统性记录和
整理。

近期，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的支持下，相关口述历史项目完成
了前期准备，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
集团下属上海音像资料馆、上海电
影集团下属上海电影资料馆联合开
展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等院
校影视学会副会长李亦中说，通过电
影艺术家的口述，可以更完整地保留
电影史的方方面面，让电影史更加有

温度、有细节。
上海音像资料馆“口述历史工作

室”团队具体负责相关口述采录工
作，计划在今年的第一期项目中，抢
救性地采访记录约50名老一辈上海
电影人的口述故事。

2019 年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
立70周年，相关口述历史项目，也将
成为奉献给中国电影和上海电影的
一件礼物。 ■许晓青 严曦梦

据新华社 传承人现场展示、爱
好者体验互动……山西中阳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活馆日前刚一开馆，就
带给人们“零距离”的新鲜感。

这处非遗生活馆位于吕梁市中
阳县文化活动中心。除了久负盛名
的中阳剪纸，还包括许多省市级以

上非遗项目，其中有中阳刺绣、旱船
秧歌、手工挂面、土豆粉制作技艺、
九曲灯会、中阳弹唱等。生活馆以
实物、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全方
位展示中阳县民间艺术精品。非遗
爱好者在这里能够学习、体验、开发
文化创意产品，让非遗文化融入大

众生活。
中阳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积

淀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古县，以中阳剪
纸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
全国享有盛誉。2006年5月20日，该
遗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刘翔霄

天津文惠卡发行4年

推出惠民演出逾1.3万场

据新华社“2018 年优秀网络文
学原创作品”日前在京揭晓，《网络英
雄传Ⅱ：引力场》《挚野》《零点》《白纸
阳光》《运河码头》等 24 部作品获国
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
推介。

据了解，年度优秀网络文学原
创作品推介活动于 2015 年首次启
动，旨在遴选追求真善美、传播正能
量的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并通
过其示范作用，引导网络文学健康
有序发展。

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来自北
京、上海、天津、浙江等 15 个省区市

的 52 家网站、机构报送的 530 部原
创网络文学作品，较 2017 年的 385
部申报总量大幅提升，报送数量为
历届最高。

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介绍，与前几届相
比，本次征集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

“趋主流化”现象，在保持网络文学特
征与活力的同时，正日益向主流意识
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学审美
靠拢。具体表现为，一批反映创新创
业、社区管理、精准脱贫、志愿支教、
大学生村官等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
作品脱颖而出；幻想类、历史类等网

络文学作品更具人文情怀。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原创内容为

源头的多种业态不断衍生，成为我国
网络出版产业的重要内容。据《2017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
至 2017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出
版纸质图书达 6942 部，改编电影累
计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
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目前，
网络文学界已拥有 1400 万名作者、
超1600万种作品、近3.8亿读者。专
家认为，网络文学丰富、发展了当代
文学的版图，也揭示了当代文学多样
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史竞男

据新华社 东方生活美学展近日
在莫斯科拉开帷幕。此展由中国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博物馆、
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向
俄罗斯观众展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
中的美学思想和东方古典美学的独
特魅力。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是东方古
典生活中的几个重要元素。本次展
览以此为主线，分成“香”“闻”“味”

“意”4个单元，通过香料、茶样、创意
古琴、非遗丝织工艺品、戏曲服装、
陶瓷工艺大师作品、书画作品等具
有代表性的展品，展现中国古代的
风雅生活。

记者看到，在以红绸、竹、菊等
标识装饰的展览现场，许多俄罗斯
观众都被展品深深吸引。

“现在生活中还会用到这个扇
子吗？红茶、黑茶、绿茶分别代表着
什么不同的品格吗？手工刺绣的难

点在哪……”在参观展览的同时，许
多俄罗斯观众还寻求着关于东方生
活疑问的答案。

“在蒲扇展品前，他们会问我一
些双面绣等很专业的词汇，能明显
感受到俄罗斯观众期望更加了解中
国。”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说。

俄罗斯东方博物馆负责人谢多
夫·弗谢沃洛多维奇表示，东方生活
美学展为俄罗斯人了解东方生活，
了解古典与现代一脉传承的中国生
活之美打开了一扇窗。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有
着对生活之美的共同追寻，文化交流
是双向的，我们愿意为俄罗斯观众搭
建一座了解中国的桥梁，我们也愿意
同俄罗斯博物馆共同合作，让俄罗斯
的文化结晶也通过我们的平台展
现。”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说。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18日。
■马晓成

近日，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在北京开幕，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命运》作为开幕剧目
进行了演出。展演期间，20部作品将在北京各大剧场演出39场。图为演员在表演原创歌剧《命运》。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东方生活美学展在俄开幕

“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揭晓

24部原创作品获推介

据新华社“文惠卡既有政府补
贴 ，又 有 演 出 折 扣 ，真 是 太 实 惠
了。”天津市民胡金燕高兴地说，

“自从有了这张卡，剧院敢进了，演
出敢看了。”

2019年度天津文化惠民卡发行
工作已正式启动。今年，天津市财
政进一步增加惠民补贴资金支出，
计划发行和补贴文化惠民卡22.5万
张，比去年增加8.5万张。

百姓看演出，政府补贴钱。为
加大文化惠民力度，让好戏找到观
众，让观众了解好戏，2015年3月天
津在全国率先推出文化惠民卡。

“这一年老百姓花100元购一张
文化惠民卡，就可以享受政府400元
的补贴。500元的额度消费完毕后，
还可凭卡继续享受演出的折扣优
惠。”天津北方演艺集团票务公司副

总经理郭鸿斌说。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总经理赵华

介绍说，4 年来，文化惠民卡累计已
推出惠民演出1.3万余场，先后对45
万人（次）发放惠民补贴，356 万人
（次）观众走进剧场观看惠民演出。

文化惠民卡的推出也激活了天
津的文化演出市场，每逢节假日和
周末，每天都有二三十场话剧、歌剧
舞剧、芭蕾、儿童剧、京剧、评剧、河
北梆子、曲艺杂技、交响乐等惠民演
出在各大剧场上演，极大丰富了市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2017 年，天津
市 49 家演出单位签订合约，成立了
天津市文化惠民演出联盟。该联盟
由以市级国有院团为基本成员，联
合天津市民营院团和演出公司共同
成立，以文化惠民卡项目为载体，共
同为市民奉献惠民演出。 ■周润健

上海启动电影老艺术家口述历史项目

让电影史更加有温度

吕梁山间建起“非遗生活馆”

《生 命 消 逝 的 礼 赞》分 为 四
章，分别为《默守》《独行》《大爱》
与《自觉》。在书中，读者可以看
到来自医疗一线的故事，包括第
一次抢救病人；第一次管床病人
离世；印象深刻的病人离世等经
历与体验；亲人离世与形成学医
的动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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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正在升起》
作者：车弓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生命消逝的礼赞》
作者：李飞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太阳正在升起》讲述的浙东农
民改变命运的故事，把中国农民在
改革开放中的精神历程展现出来，
提出了讲中国故事的重要维度，是
一部非常厚重的反映农民生活、塑
造农民精神世界的有温度、接地气
的作品。

《捎话》
刘亮程
译林出版社

小说家也是捎话人

仔细听刘亮程说话，似乎和一般
人说话有细微的不一样——语句里
充满了很多新鲜的象喻，更诗意一
些，也更渺远一些，好像打开了另一
片化外语境的大门。在最新出版的
小说《捎话》里，这位新疆作家把他对
声音和灵魂的生命感悟，化作了一个
发生在一千年前、充满传奇寓言色彩
的西域故事：主人公库是一个捎话
人，也是一个翻译家，精通数十种语
言，受托将一头叫做谢的小母驴像捎
话一样，从毗沙国捎到与之干戈不断
的敌国黑勒。故事并不复杂，迷人的
是那些令人陌生化的书写，驴和人一
样都有精魂，鬼魂和人一样都是活着
的，一切声音都能向远方传递话语。

捎世间的声音
小说中的“库”是一个捎话人，这

是一种特殊而秘密的职业。战争隔
绝了国家间的往来，捎话人便承担起
传递信息的重要角色。

在这个关于捎话的故事里，受委
托的库捎的是什么话其实并不重要，
最终捎没捎成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作为“话”的载体的人和驴，以及他们
在相依为命中对世界的观照与相通。

刘亮程对声音和书写声音有一
种痴迷。从《凿空》到《捎话》，皆是如
此，仿佛这是他多出的一种对于语言
的调度方式。譬如驴叫，有时是一道
七色虹，飞架在夜空，有时是一块块
砖，可以层叠起来垒成塔。这些声
音，不仅有听觉的维度，还有颜色，有
气味，有形态。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
命的东西在文字中集体发声，众声喧
哗，从历史深处传到今天。

“小说家也是捎话人，不管多久
远的声音，只要能传到今天，都是有
价值的、可听的，因为那都是人世的
声音，尽管过去千年被风沙掩埋，被
时间阻隔，但经由一个小说家将它捎
带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听到那个时代
的声音，感受那个时代的生与死。”像

小说中的库一样，刘亮程并不能决定
他想捎给世界的“话”能不能成功捎
到，也无法左右最终接收到的将是哪
些耳朵和心灵，作为一个作家，他只希
冀，让那些话、那些声音在路上开始走
起来。“捎话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现代人与自然界中的声音绝缘，
不是听不到，而是在历史中遗落了声
音。古人是有敏感的听觉的，并将他
们所听到的自然万物保留在诗歌中，
如关关雎鸠的“关关”，如伐木丁丁的

“丁丁”，都是人和自然共同发声的美
妙诗句。刘亮程由此有个有意思的
说法：“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艺术，发
明的语言体系，创造出那么多名词动
词形容词，都是为呈现和形容自然、
与自然万物交流、听懂人与自然的声
音，而不仅仅是人的声音。”

语言的明亮与黑暗
库精通数十种语言，做捎话人

时，能游走于不同的语言场中，在语
言不通的国度之间充当媒介，也暗暗
交流着秘密。

这种情景，对刘亮程并不陌生。
他生活的新疆，是一个多语言融汇之
地，四大文明曾在此处相遇，古代一
度林立起灭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通行
着各自的语言、文化、宗教。刘亮程
小时候生活的村庄里，就往来着天南
地北的人，耳中总是响着汉语的各种
方言和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后者
尽管听不懂，也不妨碍它们成为他在
新疆的亲切乡音。

“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
个黑夜。”这是库的师父告诉库的，通
晓世间所有语言的师父，看见的不是
语言带来的光明，而是语言照不到的
黑暗。这也是刘亮程作为一个需要
将语言运用到极致的写作者的体验
和反思。“语言是最黑暗的，我们却只
能借助她去照亮，这是书写的悖论。”
语言的黑暗，在他看来，在于其中无
法言说的部分，即便他是一个“对语
言非常讲究的”、“自认为语言表现力
是好的”的作家，也常常面对着想表
达的东西在语言之外的困境。这是
表达者无法逃避的宿命，也是他在小
说中试图探讨的问题。

《捎话》的封面，被设计成抽象的
塔的形状，是小说中的寺庙之塔，也
暗喻着断绝了人类顺畅交流的巴别
塔。在今天，微信等即时通讯手段的

便捷，语言间的翻译也更为畅通，让
我们不再需要捎话人的角色，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这些或许又会带来更
多、更深的误解，人心间的距离也并
不随之而消弭。

有灵性的世界
刘亮程以散文成名，村庄中的一

棵草、一朵花，都与人气息相通，呈现
某种独特的心灵体验和生命洞察，令人
读之莞尔。《捎话》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小
说，但依然能从中读出其散文的气象，
不只是篇章与修辞，更是贯穿其中的
那一种风格鲜明的万物有灵理念。

小说的一些篇章，是以驴的视角
来叙述的，驴和人一样，有情感，有思
维，有欲望，有灵魂。驴算得上是刘
亮程最熟悉的动物之一，在他青少年
时候曾遍布新疆，和人密切得像是邻
居一样，尤其到了礼拜天，会有万头
毛驴拉着万辆驴车在巴扎上聚集。
可惜后来，这种能拉车的牲畜被电动
三轮车替代了。刘亮程觉得，这不仅
仅是少了一条生命、多了一件代步工
具的简单事情——大地上没有了驴，
就再也没有这样一种动物用它忧郁
的眼神看这个世界了，人回到家里，
也就再没有这样一双眼睛看着你，给
你打招呼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
纯粹的人的世界，这样的人生是多么
的荒谬，甚至没有一头驴去见证。”

万物有灵的观念，仿佛是自然而
然地产生于西域空旷的自然环境
中。写作之余，刘亮程喜欢看文物，
沿天山一带出土有几千年来的墓葬
文物，他惊奇地发现，里面大部分是
祭天礼器，人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
这让他震惊：“数千年来，人是靠着比
物质更强大的精神性的东西在生活，
靠着对天说话在生活。”他感喟道：

“那时候的人是有灵魂的，知道与天
和天地万物沟通。后来我们却不知
道了，人变强大了，觉得自己不需要
对一棵草、一朵云、一颗星星、一棵粗
壮的树木说话了。但古人把这些带
到墓葬里传到今天，让我们知道人曾
经是那样生活的。”《捎话》是发生在
一千年前的故事，通篇有种颠覆常识
叙述的色彩，与一般的小说有很大不
同，在时间和地域的遥隔之外，还因
其渗透着刘亮程对那“有灵魂时代的
生活方式”的理解与想象。那时的一
切，都会与天地对话。 ■张玉瑶

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与深
度学习息息相关。在《深度学习》一
书中，特伦斯不仅首次全景展现了
深度学习的演变与应用，更前瞻性
地预测了智能时代的商业图景和重
要趋势。

《深度学习》
作者：特伦斯·谢诺夫斯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那片花海为你盛开》
唐俊珊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下半场的精彩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已经是一个

确证的事实了——据官方发布的
数据，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有 2.41 亿人，占到我
国总人口的 17.3％。如果把一个人
的工作和劳动阶段（60 岁之前）视
为人生上半场话，那么退休之后的
日子就该是人生的下半场了。

每个人都迟早会迎来自己人生
的下半场。人生上半场的精彩，很
容易让我们看到、体味到；但人生下
半场的精彩，却容易被我们有意或
者无意地忽略掉——毕竟这世界是
属于青年人的，社会热门话题也都
是围绕着青年人展开的。不过，就
像世界的万紫千红一样，每个人也
都拥有，且该拥有多姿多彩的不同
人生。

从唐俊珊的文字中，首先看到的
是他的勤奋精神。这种勤奋来自于
他父亲、母亲的基因。在《有你的日
子是天堂》一文中，他饱含深情地写
道：“我崇拜父亲的勤劳”；“我仰慕母
亲的善良慈祥和善行天下的品格”；
他认为“父亲的聪明勤劳，母亲的智
慧善良，特别是要求我们做好事不做
坏事的教诲，对我一生的为人做事都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片花海为你盛开》可以被认

为是唐俊珊“人生下半场”的精彩代
表作——书中收录的文章，皆写作于
作者退休以后。也就是说，从书中，
我们可以窥见唐俊珊退休人生的丰
富与精彩。

从书中，大体上可以对唐俊珊退
休后的真实生活轨迹，以及他隐秘的
精神世界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
片花海为你盛开》首先是一本纪实文
学作品。用出版的术语来说，属于

“非虚构写作”，书中的内容全部来源
于他真实的生活，书中的人物、故事、
情节，包括情感，都不是虚构的。虽
然收录的文章体裁可以归入散文一
类，但都可以当作唐俊珊真实的生
活、真实的经历去阅读。

唐俊珊的作品也是一本有欣赏
价值的散文佳著。他一生与文字打
交道，具有娴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且文风朴实细腻，感染力强。个人
推测，很可能他也长于新诗创作
（《在桦树皮上写诗》一文有体现），
所以散文作品都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这也是好文章的特点。例如

《在故乡思念故乡》，从梦写起，写到
故乡，写到亲人，写到故乡美景、美
食，通篇文字诗意盎然，可以说就是
一首一气呵成的优美的散文诗。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