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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寻深意
■张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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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弘
扬的今天，诗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
着愈发积极的角色。这些千年风流的
华夏气韵，正以无比深沉的精神推力，增
强着我们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2024 中国诗词大会》延续“诗词
大会”这一品牌优势，围绕“春天、多彩、
勇毅、山河、相逢、寒暑、风味、先生、灯
火、在路上”十大主题词，云集学生、石
油工人、农民、支教老师、航天 3D打印
师、驻外机械工程师等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行业背景的“诗友”，以现场过招为
形式，以外景出题为延展，用人们饱满
的诗心、诗思和诗情，呈现新时代发展
中的澎湃社会活力和昂扬文化面貌。

人生自有诗意。“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这是杭州第十九届
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沙晓岚以水为
礼，向世界展示的“奔涌成潮”的中国气
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这是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心中
最美的相逢，他参与研制的大国重器

“鲲鹏”，能够振翅翱翔，奔赴苍穹；“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

中老铁路建设者在国境线的山峦起伏、
河流纵横之间，连缀起的友谊诗行……
这束诗意之“光”从不同的角度照进现
实的气象万千和生活的瑰丽纷呈，生动
折射出时代的华彩。

无论是融合动画、虚实交互、情景
演绎、人工智能等多种手法的诗词情境
表达，还是用外景题彰显中国不断扩大
的“国际朋友圈”，或是推出诗词实体
文创和数字藏品，《中国诗词大会》用

“形”的更新迭代，跟上、满足甚至引领
观众的审美风尚。《2024 中国诗词大
会》密切围绕着经典诗词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把诗人的心境、诗句
的况味、诗词文化的内涵放在当代立
场去解读，让观众与先贤进行跨越时
空的对话，使得每一次相逢，都有着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喜悦、“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快意。

最丰富的诗意，必然来自火热的生
活。千百年来，青灯黄卷，从来都不是
欣赏中华诗词之美的唯一场景。诗人
浸润在诗中的信念恒久不移，而不同时
代、不同身份、不同际遇的人，总能在诗

的光辉中找到相似的慰藉，这是中国诗
词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中华民族的
诗词先贤们，从来都是在波澜壮阔的华
夏大地上，在酸甜苦辣的烟火人生里，
留下他们滚烫的文字。与之相应，诗词
文化也需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
来，人们对诗词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从传统文化中学
习礼敬先贤、尊重民族历史文化，也积
极地将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时尚
文化，并在此过程中践行蕴含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古典
诗词确实在现代生活当中焕新了。

《2024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创新诗词的
解读场景和传播模式，让诗词不仅是涵
咏沉潜的个体生命体验，更在充分的延
展、连接与激荡中，持续构筑着人们的
精神家园。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希望能够有更多方式持续释放古典
诗词的能量，使之丰富人们生活，提升人
们修养，凝聚奋进时代的精神力量。

（据《人民日报》 作者为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

2024 年 7 月 6 日，农历
六月初一，诗词的女儿叶嘉
莹走过整整100年。

清晰地记得10年前，也
就是2014年的一个夏日，我
第一次来到叶先生居所时
的情景。那天，阳光透过窗
纱，满屋子弥漫着诗的气
息。

叶先生讲诗，那优雅
而不失豪放的举手投足，
柔婉而不失顿挫的声调吐
字，考证而不失神游的条
分缕析，营造着魔法般的
磁场。她仿佛给了你一把
钥匙，让你打开历史之门，
穿越时光——此刻不存在
了，回到唐玄宗天宝三年的
夏天；客厅不存在了，来到
洛阳城的一间酒肆；你我不
存在了，变成了衣袂飘飘的
诗仙、诗圣，杜甫初会李白，
一见如故……

先生讲诗，我读先生，
先生就是一首诗。这正是
我为先生撰写传记《讲诗的
女先生》的源起。

同在那年夏天，103 岁
的杨绛先生推出了《杨绛全集》，其中收录了杨先生的
6首诗。我虽说是杨先生的忘年交，曾十多次去她在
北京南沙沟的寓所与她谈天说地，知道她著有小说、
散文、戏剧、文论、译作等，整理钱锺书的中文笔记、外
文笔记来疗伤，然而直到《杨绛全集》出版，我才知道
她也写诗。

《杨绛全集》中的6首诗，有怀念爱人和女儿的《中
秋》《哀圆圆》《忆锺书》等。这些诗写得情真意切，哀
婉动人。她在《中秋》中写道：“离合悲欢世间事/阴晴
圆缺凭天公/我今无意酬佳节/但觉凄凄秋意浓。”她在

《忆锺书》中写道：“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
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为问何时再相见/有
谁能识此天机/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她
在《哀圆圆》中写道：“圆圆去世已多年/老母心犹恨绵
绵/学校尽责又尽义/家人相思不相见/昔日灯前共笑
语/今朝彼此各一天/不由自主真可怜/堪叹往事已如
烟。”

旁人眼里，杨先生一向内敛而节制，然而在诗中，
她的思念和忧伤是袒露的，仿佛亲人就在眼前，倾诉
不需要设防、掩饰。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叶嘉莹先生
在丧母之后写下 8首《哭母诗》和小词《忆萝月》，在失
女之后写下 10首《哭女诗》。叶先生说：“尽管写的时
候，心情是痛苦的，但诗真的很奇妙，当你用诗来表达
不幸的时候，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
以借诗消解了……”当悲哀借诗消解，叶先生和杨先
生都活成了自己的太阳，驱散黑暗，驱散寒冷，驱散孤
苦，照亮自己也照亮了读者的心房。

背诗、考诗、对诗是钱锺书和杨绛日常生活中的
一大乐事。钱先生走后，阴阳两隔，诗成了钱杨之间
的情感纽带。钱先生著有《槐聚诗存》一书，无论是钱
先生生前还是身后，杨先生数次用毛笔抄录书中诗
文，出版了宣纸线装本。在《槐聚诗存》的前言中，杨
先生回忆二人以百足虫的笑话打趣，幽默而充满温
情。杨先生因爱诗而抄录，因抄录而回忆，心随笔走，
往日重现。

叶先生也用诗为往日保鲜。在长诗《祖国行》中，
她写下了漂泊异国后重返故乡时的激动与欣喜。在

《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中，她回忆第一次回国教书，在
南开大学与学生的互动令她沉醉。叶先生说：“我常
常是透过诗词的文字来感受生命的。”

和杨先生、叶先生一样，柳鸣九先生也是中西文
化的摆渡人。他们都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剧痛，
都经历过从小我到大我、从“为己”之学到“为人”之学
的人生境界的拓宽和攀升，都是借助诗词促成这种转
变。

最早把萨特全面推介给中国读者的法国文学研
究大家柳鸣九，被尊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他于
2018年底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称柳先
生是我国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界的领头人。

我是柳先生最信赖的小友，也是他的遗著《麦场
上的遗穗》一书的整理者。在柳先生生命的最后时
光，我常去探望。柳先生在他放药的柜门上贴了一张
字条——身患帕金森的他用颤抖的手抄录下东晋诗
人陶渊明《形影神》中的四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叶嘉莹先生也喜欢陶
诗，讲解陶诗时，将这四句总结为“对人生彻底的觉
悟”。叶先生曾说：“我在极痛之余，有了一种彻底的
觉悟。”而柳先生也是在感受极痛中彻悟。

这种彻悟不意味着“躺平”，而是尽人事，听天
命。柳先生在帕金森、糖尿病和脑梗的合围之下，在
视力和听力日渐衰弱的情况下，主编了8卷本《思想者
自述文丛》。其中一卷——许渊冲先生的《梦与真》获
得“中国好书”之后，柳先生写了首贺诗：“译绩厚重如
山/译技精妙入微/毕生辛劳多修炼/始达此巨匠境界/
不免雄踞傲视学林/傲然阔步译坛。”柳先生还发起“译
道化境论坛”，召集英语、法语、德语等十多个语种的
36位翻译家，探讨翻译新标准。在严复的“信达雅”、
鲁迅的“硬译”、傅雷的“神似”等翻译理论之外，柳先
生推崇的是钱锺书提出的“化境”。去世前，柳先生以

“化境”为追求，为雨果的鸿篇巨制《悲惨世界》翻译了
5万字，这5万字，是一位进入生命倒计时读秒阶段的
文化老人的遗作，更是一种意志力的呈现。而全书译
成中文后将有 100多万字的篇幅，知名出版人路金波
正在为柳译《悲惨世界》寻找合适的接译者。

柳先生“我劳故我在”，著作超身，为世人留下了
一个“人文书架”。杨绛先生为钱锺书先生整理出体
量巨大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留下了一座比较文学
的宝山。叶先生用诗词表露心迹：“柔蚕老去应无憾，
要见天孙织锦成”“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
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她的身影去年还出现在讲台
上，她的讲课资料正由弟子们仔细整理。

叶先生、杨先生、柳先生，一叶一杨一柳。他们的
诗心和文心一直跃动着，葳蕤而充满生机。我们会靠
近他们，共赏葳蕤。

（据《光明日报》）

《2024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海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持续释放古典诗词的能量
■康 震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从默默无闻的小
网剧到提名戛纳电视剧节，再一步步走到
央视，如今，其火爆程度似乎令人惊奇，然
而细细想来，它的成功又存在着必然。许
多观众看后感慨道：“我的心先于我抵达阿
勒泰。”这片坐落于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心灵的故乡”。没有人不
想去阿勒泰，茫茫苍穹下，是一片广袤无垠
的大草原：那里有巍峨入云的雪山，有清澈
寂静的湖泊，有满山遍野的野花，还有成群
结队的牛羊……那里山峦叠翠、流水潺潺，
四季转场之间，是无与伦比的北疆风光。
仅仅如此吗？不。除了美景，阿勒泰所承
载的还有耀眼的人性之光、松弛舒适的生
活态度、自由肆意的灵魂释放。海德格尔
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人要
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实就在于我
们体味了自然的真，读懂了人性的善，进而
领悟到生活的美。那么就这个意义而言，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阿勒泰。

诗意的自然之真
自然之真在哪？宗白华说：“从细雨

下，点碎落花声。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可见，细微之处见真章。《我的阿勒泰》中多
次用航拍全景镜头表现转场途中人与雪山
草甸、森林溪流融为一体、和睦共处的美丽
画卷，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让观众忍不住
心生向往。编剧滕丛丛说：“在这样一个天
大地大的地方，人是很渺小的，所以会敬畏
自然，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琐事都真的不
算什么了。”因此，剧中经常用到大而全的
远景，阿勒泰的天地是广阔的，天空是浓烈
的蓝，白云是鱼鳞般整整齐齐的，草地碧绿
而厚实。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悠哉地躺下
睡觉，或是漫无目的地散步。

同时，剧中展现的阿勒泰的美并非仅
仅浮于表面，而是厚重的、磅礴的。曾经跟
随阿勒泰牧民转场的记者费鸥南说：“阿勒
泰既有诗情画意，也有自然的严酷、生活的
艰辛。”因此，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开篇并
没有急于渲染北疆壮美辽阔的自然景观，
而是用一组镜头描绘出李文秀的居住环境
与生活状态，并配以她温和的旁白：“天晴
无风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
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通向
院门。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然而挖
了两三米就没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
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悲壮而苍茫、

静谧而古朴，那种人与自然的情感链接自
然而然地上演。

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往往坐落于一个更
大的参考系之间，比如，世界、宇宙、洪荒，
使得这里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具有
了某种永恒性。当人将自己置身于这种环
境之中，油然而生出渺小感与敬畏感，体会
到苍茫辽阔的北疆大地所带来的灵魂震
颤。然而在宏大之下，风景则是具体的，甚
至具有某种细致而微的美感，是风，是雨，
是溪谷，是桦树林……在她的笔下“有一株
掌状叶片的植物，簇拥在水边潮湿的沼泽
里，叶子又大又美，色泽浅淡娇嫩，团团裹
围着中间一支抽出的箭杆。”而剧中的阿勒
泰同样是荒凉与美丽的统一。无数具体的
美丽的事物，构成了阿勒泰宏阔的荒芜的
风景。在影视作品直观的视觉冲击下，更
令观众对阿勒泰独特而具有生命力的自然
之境心向往之。

诗意的人性之善
人性之善既源于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与

返乡文学少女李文秀的真挚爱情，源于母亲
达观的生活态度，也源于村民的群像、淳朴
的民风。《我的阿勒泰》将原著“对生活的本
能的热情”化为一种影像奇观：文秀、巴太
年轻时候懵懂的爱，苏力坦大叔对传统与
变革的纠结，托肯、张凤侠等一众女性形
象，每个人都在阿勒泰这片土地上找到了
生命的答案，这里是文秀的阿勒泰，是巴太
的阿勒泰，更是每个人的阿勒泰。

妈妈张凤侠的形象尤为突出，“妈妈”
在李娟的原著中同样被多次书写，李娟
说：“她是一个很童真的人，童真、善良、有
趣。”其实李娟祖孙三代生活上过得很粗
糙，虽然母亲在物质上给不了女儿太多，
写作更帮不上什么忙，性格也大大咧咧
的，但精神上是女儿的依靠，她会对女儿
李文秀说：“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
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那要是没
有人用，它就待在草原也很好嘛，自由自
在的。”也没有在发现奶奶丢了后歇斯底
里地责备女儿，而是简单询问之后去找奶
奶了，过后也没责备文秀，反而安慰，没事

儿，奶奶经常走丢之类的话。还会在半夜
床塌了后，面对女儿的惊呼说一句：“又不
是天塌了。”翻身继续睡觉。这样情绪稳
定，没有大嚷大吵、遇事迅速解决的母亲
形象，触动了多少观众的心。张凤侠是个
骨子里乐观勇敢坚强的女性，草原每个人
都是如此的坚韧而温暖，他们之间也许产
生过矛盾，但大家都能相互理解与尊重，
处处透着美好与真挚。剧中还有一些引
人发笑的场景，张凤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
号不好沦为了摆设，她便用石头砌出了一
台“电视”，为奶奶口播电视节目，一群人
围成一圈煞有介事地观看。这是原著中
没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精神却与原著
一脉相承。这种适时抖落出生活的艰难
的片段，是一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淡淡幽
默，然而大家却用乐观和温暖装点着生
活。这不正是一种很可贵、很美好的人性
的体现吗？

这样一部温柔的电视剧，像一个慈爱
的母亲，轻轻抚摸着远在他乡受伤的孩
子，低声细语地说着，你不必成为谁，你不
必向往谁，你只需要是你自己，想爱就爱，
想一个人就一个人，你可以精彩绝伦，你
也可以平凡无趣。以人性之善安慰着每
一个找寻心灵归途的旅人。

诗意的生活之美
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快节奏

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寻找诗与远方的过
程，往往也是探究真实自我的途径。文学
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它让我们暂
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纷杂，忘却人们表面
与内心的不一致，而在一个众人所认可的
虚拟场景之中，通过对具有代入感角色的
叙事，使得我们能够借助创作者笔下的视
角，体验另一种我们未曾实际经历过的生
活。在这里，人物以赤裸着面目出现，有
着可理解的行事准则与心路历程，而他们
在虚构世界中的遭遇与面对遭遇时的取
舍，将作者的三观传递给我们，供我们评
判与借鉴。人总是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
精神家园的，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追问人
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

心灵的终极关怀。
饱受失眠与焦虑之苦的人们发现，在

阿勒泰，“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
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
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面对枯
燥的生活，我们都俯首称臣，认命般地认
为求而不得是生活的常态，而在阿勒泰，
即使存在求而不得，生活照样可以过得
惬意自在。当大家抱怨着“内卷”的无
奈，挣扎于躺平与摆烂的泥沼之中，却在
阿勒泰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
生活就像阿勒泰的四季，有爱，也有痛，
有求仁得仁，也有求而不得，这恰恰证明
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我的阿勒泰》是一
个“去生活，去爱，去受伤”的故事。观剧
让人们感受到“爱才是越过憎恨、嫉妒、
痛苦，把人包裹起来，成为铠甲的情感。”
剧中所展现出的松弛自然的人生境界、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应物、处事、待
己的高妙化境。

近些年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想走捷径，
以社会话题为噱头抓取观众眼球，为讲而
讲，但又讲不出个所以然。《我的阿勒泰》基
于人类的本能情感，以亲情、爱情、友情、人
情，去展示年轻人的迷茫和成长，去感受爱
情的纯洁，去彰显人性的温情，去重拾生活
的热情。以长久的情感作为基础才能有长
久的感受，我们需要长久的文艺作品，而不
是快餐式的传播，也不是视频化的新闻学。

《我的阿勒泰》才是观众们真正需要的“细
糠”，它让我们体悟自然之真、人性之善、生
活之美，重拾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信念
和勇气。

还记得陪伴我们光阴的那些奇石异草
吗？还记得考古学家连续数年发现的那些
文化遗址吗？还记得古城出土的那些辽宋
金元时期的文物吗？还记得《水经注》中记
载的黄河古渡君子津吗？

若想了解山城小镇的更多历史文化和
文物，以及多彩的物质生活及精神追求，清
水河博物馆是你必去之地。

清水河博物馆坐落于金盖山上，抬头与
天空相通，俯瞰尽显万种风情。它造型独
特，用色大胆，从建筑到护墙再到台阶，到处
都是赭红，红得饱满，红得热烈，散发着浓郁
的怀旧气息。

试想，在此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便
可照见山城岁月深处的斑驳，洞悉一段段历
史，方能感受清水河大地上古往今来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谁还能耐得住性子？
走，去博物馆里转一圈。

安静地置身于一段古老的光阴，美妙的
心情从地质史展厅开始。纵横交错的河流
和多样性的气候为山城清水河留下了绝美
独特的地质遗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杨家
川大峡谷气势恢宏，令人震撼。这里展示的
矿物有石灰岩、白云岩、高岭土、铁矿石、粉
砂岩、大理石等 30多种，颜色不一，形态各
异，让参观者了解了它们的矿物年龄和它们
的地质演变。展厅内还展示了很多药材，上
百种药用植物让我们更生动地感受到山城
丰富的草本资源魅力。

方寸之间阅览千年。走完历史展厅，也
就走过了山城数千年的历史。早在新石器
时期，清水河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有了人
类活动。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
已经学会打磨和使用石器及石斧、石刀等，
并能制造各种陶器。最典型的是岔河口环
壕聚落遗址、白泥窑子遗址，从中可以领略

到我们的祖先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所创造
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尖底
瓶、八思巴文鎏金圣旨牌、八思巴文青铜“万
户府印”，这些历史的实证，这些时光深处的
灵魂，不仅丰富了清水河县的文化遗产，而
且还深深地打上了文化交流融合的烙印。
它们是山城博物馆的骄傲，也是山城清水河
人的自豪，它们让前来参观的人一次又一次
振奋。

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里，将其一一打捞：
隆庆和议，开启明蒙交融共生；红门互市，见
证古代民族交融发展；黄河船工，似乎让人
听到了河边艄公的号子，一浪高过一浪；红
色印记，先辈的革命故事在博物馆、老牛坡、
山城大街小巷口口相传，生机勃发，成就了
山城这片土地前行最亮的底色。

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相遇，是我最

心动的时光。一座石雕像，在我的眼里，他
是有灵魂、有生命、有温度的，我以谦卑的方
式尽量躬身，投影下的黄河影像在我脚下翻
滚蔓延，恍惚中，似乎踩到先贤的足迹，与郦
道元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丰满的记
忆刻在《水经注》中黄河古渡君子津。

走进民俗展厅，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让
我心潮澎湃。朴质的窑洞、精致的房间布
置、木质结构的门窗、漂亮雅致的红窗花，这
才是真正的山城风情黄土人家，更是游子安
放乡愁的地方。“骡驮轿娶亲”是清水河山区
独有的民俗，用泥塑的工艺来复原场景，栩
栩如生，惟妙惟肖；缩小版“明代清泉寺戏
台”，不仅布局样式相似，就连雕刻纹饰也有
异曲同工之妙，不得不叫人叹服。

步入奋进新时代展厅，这里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展品，都洋溢着令人精
神振奋的现代气息。眼前的沙盘，全景展现了
在山城小镇勃勃生机的大地上，生态、交通、产
业、文化等方方面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当我们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你是否也
听到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山城跳动的脉
搏？你是否已真真切切感受到民族团结的
强大力量？站在山城高点清水河博物馆，放
眼望去，我看到了山城之美、山城之强、山城
之希望……

诗意栖居的心灵故乡
——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郭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