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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寻美》
叶朗 顾春芳主编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世界各国的著名博物馆集中了人类历史
上的艺术经典，体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
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走进世界各国
的著名博物馆，就是学习一部浓缩的、生动的
人类文明发展史。阅读本书，可以深入了解
全球 11座知名博物馆及其代表作品，感悟历
史上各个时期和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
求，在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中见证生
动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据《陕西日报》）

《正义的回响》
陈碧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义的回响》是中国政法大学陈碧
教授撰写的法律随笔集。陈碧教授结合
近几年的热点案件，尤其是女性权益相
关的热点案件，从法律中的情理视角解
读 20余个热点案件，剖析案件判决中的
法制与情理的考量，在讲究逻辑与理性
之上，关注民众的常情常感，感受法律的
公正与温度。

（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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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
忆、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
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2年为保护人类珍稀文献而
专设的一个遗产项目。设立该
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
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珍
贵文献尤其是档案文献，通过
国际合作且使用最佳技术手段
进行抢救性保护，从而使人类
的记忆更加完整和存续。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法国巴黎发布《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
为止，全球已有177个国家成为
该公约缔约国，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影响最大、参与国最多的
国际公约之一。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下设的世界遗产委员会，
专门负责办理世界遗产名录的
审批工作。因此，“世界遗产”
是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权威
认定的具有突出价值、十分罕
见、无法替代的文化或自然财
富。世界性、杰出性、独特性是
世界遗产的显著特征。

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
产又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记忆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
产、灌溉工程遗产等。记忆遗
产又分为文字类和非文字类。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收录的世
界记忆遗产，是具有世界普遍
价值、杰出且独特的手稿，以及
各种介质的档案、文件等文献，

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珍贵记录。
世界记忆遗产的评选，由成立于199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麾下有66个国
家委员会，每两年组织一次评选，参与评选的每个国家每次申报
的项目不超过两个。世界记忆遗产的提名，经该委员会讨论通过
后，还需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认可，才能被正式列入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收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各类文献，拥
有使用“世界记忆工程”标志的权利，并可将其标志用于有关遗产
的各种宣传品，包括招贴画和旅游宣传手册，以提高有关记忆遗
产的社会关注度和知名度。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的国家之一，也是
最早建立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国家委员会的国家。1995年，世界记
忆遗产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为其牵头单位，国家档案局为其主要实施单位，另有国家图
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文化部档案处参与有关工作。截至
2018年年底，共有100个国家的348项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普遍
价值的文献或文献集合体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世界
记忆遗产。其中，中国有13份文献遗产入选。

为推动世界记忆项目计划在中国落地实施，国家档案局曾多
次举办工作坊、培训班、研讨会，并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建省
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等单位建立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为全
国文献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
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13个项目，
仅仅是我国众多珍稀记忆遗产的沧海一粟。但这些入选项目，除
了能够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还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
国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不过，中国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之路还很
长，既需要专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支持。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中国世界遗产全记录丛书”是一套由
国内有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为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量身定制
的高品质大众普及读物，丛书目前已出版六册。其中，由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领衔主编的《中国世界记
忆遗产全记录》，是迄今全球范围内首部有关中国世界记忆遗产
的集成式著作。出版问世以来，该书引起海内外读者尤其是世界
遗产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先后荣获第36届全国古籍百佳图书普
及读物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
荐目录》。

《中国世界记忆遗产全记录》是一本关于“世界记忆遗产”的
高品位普及读物，是山东出版集团重点项目图书。该书把一个个
具有世界意义、珍贵且独特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地方记忆，上
升为国家记忆，再把国家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目的就是向世界
表达中国对待人类文明的态度，同时唤起全人类对世界记忆遗产
的保护意识，使人类文明的轨迹可以追寻，历史真相可以还原，从
而开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这正是本书出版的最大价值所在。

截至2018年年底，包括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在内，中国共
有13项记忆遗产被收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本书采用图文互
动、述论结合的方式，对这些记忆遗产的主要内容、申遗过程及相
关保护工作加以详细介绍，全方位展现其非凡魅力的同时，充分
揭示其文化内涵、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以唤起社会公众对它们
的保护意识。

众所周知，档案文献既是可靠的史料，又是不可再生的文化
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中国的档案文献汗牛充栋，
为什么是这些档案如清代内阁密本档、《本草纲目》等，而不是其
他文献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本书用精美的图像展示和深
入浅出的文字解说，给出了答案。在全面阐释有关世界记忆遗
产的内涵外延时，本书吸收了有关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既着眼
于其自身的存留现状与当代价值，又观照其发展过程和历史传
承，内容丰赡，集科学性、学术性、普及性于一身，值得用心研读
和收藏。 （据《光明日报》）

作为八零后的尾巴，依稀记得童年
时胡同里小摊贩传来的吆喝声和逢年过
节街坊邻里互道吉祥的熟络，记得打月
饼、逛早市、备年货、抄水表的画面。记
得父辈郑重其事的讨论、拆迁搬家、下海
经商的时代影音。在街坊集聚的空间
下，曾经的老城区大家互相熟悉，年长的
婶子、大娘在仲夏夜的大树下摇着扇子
讲起从前，远游归来的大学生和商人描
述着外面的世界，遇急事外出的人把孩
子托付给邻里照看。在无数个平凡的日
子里，胡同迎来新生，送走故人，展示着
寻常百姓家的万千气象。

《风雨半道街》中搭建的故事场景，
将我唤回熟悉的往日时光。在喜怒哀乐
的剧情中渗透着中国人真挚善良、患难
与共的纯良底色。剧中两位父亲的角色

“刘厚田”“徐长顺”，让我觉得很熟悉，仿
佛身边的父辈，他们大多数一生沉默寡
言、勤劳朴素、坚韧隐忍。我的父亲甚少
与我交谈，只是在微醺时打电话聊聊近
况，寥寥数语间似乎又怕打扰子女，匆匆
挂断。我从未深入过父亲的内心，却可
以感受到他存续多年的隐忍与付出。他
们生活在长兄如父的时代，仍然会践行

“一诺千金信必忠”的誓言。如同剧中有
责任、有担当的刘厚田，因徐长顺替自己
值夜班发生意外，便主动将小儿子过继
给徐家，默默关照长顺的遗孀与子女。
对于二凤的指责和谩骂，始终保持沉
默。退休后仍以卖报补贴家用，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父爱如山的铁血柔情。无论
是为他人解忧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徐长
顺、还是恪守信义的刘厚田，都是典型的
中国式父亲的缩影。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是该剧的一大
魅力。本剧通过讲述刘、徐两家三代人
在上世纪后半叶的恩怨纠葛，展现出半
道街的浮生百态众生相。剧中始终以人
情世故作为故事的主线，关于年轻人的
择业和婚恋显示出浓厚的时代烙印。上
世纪传统民居以熟人社会为主，伴随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
之改变。照看孙辈或随子女内迁的老
人，被迫从熟悉的乡镇中抽离。高楼林
立的城市里往往缺少邻里往来的乡村气
息。智能时代的到来使老年人在城市生
活中举步维艰。但是今日，很高兴能够
看到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行全方位的适
老化改造。正如本剧中亲切的方言，有
时代烙印的物件，通俗易懂的剧情，善意
的迎接了对话剧不甚了解的中老年观
众。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角色的设置从
人物性格到服饰设计各有千秋，演员们
用精湛的演技，成功地树立起每个角色
的独特性。话剧演出中常常出现为了展
示情境效果而用力过猛的现象，张晓红
饰演的金花妈妈，始终自然生动、张弛有
度，如同生活在身边的某位故友、长辈。

演出结束后，导演代岩诚恳邀请大家带
老人前来观看，着实令人感动。整场剧
并非完美，但贵在真诚。些许小瑕疵正
如被打磨的生活，始终保留改善的空
间。好的剧本是献给岁月的礼赞，是老
少皆宜的平民史诗。

作家余华曾经说过“人性在任何时
代都是一样的”。本剧编剧以变化的时
代为背景，巧妙地捕捉到中国人不变的
精神内核。剧中建设和小龙的离家出
走、卫红的投资屡屡失败、大凤的不幸婚
姻、二凤的飞扬跋扈，最终被大家庭所包
容和接纳，完成了角色的自我救赎与回
归。蕴含物极必反的隐喻。看似疯疯癫
癫的四高，拥有难得糊涂的通达。在场
景布置中，独酌于月下的孤寂、残垣断壁
下的雪景、辞旧迎新的红灯笼，残月的意
境与满月的寓意等，充满了中国式审美
特征。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剧终小龙的
回归、老姐妹的重聚、两对子女的姻缘，
使结尾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家
以和为贵”和“百善孝为先”的思想体
系。逝去的岁月中包含了一代人的热血
青春，一代人的隐忍和付出，一代人的喜
怒哀乐。

得闻土逗剧社仅以二十人之力倾心
打造《风雨半道街》，且多年凭借热爱自
筹自演，甚为感动。本人非相关专业，仅

以普通观众之微观作评述。《风雨半道
街》丰富了内蒙古本土话剧的多样性表
达。在如何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如何
协调本土文化与戏剧艺术同步发展，如
何保持雅俗共赏等问题上，做出具有开
拓性和启发性的先行之举。期待土逗剧
社再创佳作。

这个盛夏，首府青城可谓风景如
画，青山苍翠，绿水依依，草原壮阔，游
人如织。再观文化旅游盛景，更是繁
盛丰富，多元交汇，雅俗共赏，老少皆
宜，彰显包容通融、开阔视野的文化大
气象。如此，从多项文化活动中，不仅
看到市委、市政府在首府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进程中，于文化软实力的创
新发展和构筑营造上下了功夫，效果
良好市民点赞；也从多个侧面，体现了
策划组织者主办方的文化品位、格调
修养等诸多方面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情
怀。不仅有展现自我的能力，还有旁
征博引见贤思齐的智慧与站在文化长
远发展高点上的胸襟，定能集腋成裘，
从而翻开呼和浩特市文化文明建设的
新篇章。

笔者生出这样的感慨与思考，缘于
纵览近一阶段首府文化现象的如下特
点：

涵盖广泛，皆为上乘精品
近一个多月，首府文化场馆、艺术

剧院可谓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坐落
在新华东街的首府标志性建筑乌兰恰
特剧院、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古博物
院、内蒙古美术馆风景秀丽，在蓝天白
云的辉映下，格外壮观雄浑，背靠大青
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一
派壮观气象。自 7 月初，交响乐《中外
名曲音乐会》，歌剧《白毛女》，漫瀚调
音乐剧《同心记》，昆曲《牡丹亭》，话
剧《为正义辩护》，豫剧《程婴救孤》，以
及华北五省区市优秀杂技（魔术）节目
展演，舞剧《骑兵》，中国黄河流域戏
剧红梅大赛闭幕式暨戏曲名家名段演
唱会，舞剧《青衣》，民族管弦乐交响组
曲《蒙古马》，舞蹈剧场《如见》等剧目
相继在上述地点上演，为市民带来一
场场文化艺术高水准的盛宴。

“思想耀征程 丹青韵江山”内蒙古

美术馆馆藏作品展 ，“展时代形象 讲
中国故事——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品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系列作品
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

大黑河郊野公园音乐节，敕勒川草
原半程马拉松赛，广场、社区影院、公
园优秀电影展映等活动更是将市民参
与热情推向高潮。

这是一个沃野千里的盛夏，这是一
个雅俗共赏的盛夏，这是一场共赴文
化盛宴的畅游。

博古论今，厚重文明互鉴
于 7月 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的

“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
程展”，是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由内蒙古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主
办，内蒙古博物院承办，大同市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及我区 11 家文博单位协
办。展览是以拓跋鲜卑发展历程为主

题的大型文物展览，首次在内蒙古自治
区内展出，汇集了与拓跋鲜卑有关的精
品文物 285件，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拓跋鲜卑等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的交
往交流交融、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全方
位融合的宏大场景，体现了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不断形成的历史进程。

据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历史学博
士张文平介绍，展览为期两个月，博物
院将结合展览开展学术讲座、研学课
程、主题展演、线上直播等形式多样的
教 育 活 动 ，带 来 更 加 丰 富 的 观 展 体
验。此次展出不仅使人们深入系统了
解历史文化，而且也吸引了众多外地
游客，自开展以来每天接待游客 14000
至 17000 人次，同时相关民族用品、附
近商旅超市销售量大增，充分彰显了
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考验并印证了我
们首府城市热情好客的市民形象和接
待实力。

见贤思齐方可集腋成裘
——盛夏首府文化现象述评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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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落往日时光台上戏剧台下人生
——评话剧《风雨半道街》

■苏丽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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