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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非遗身

闲时代休

闻闲趣闲

今年“五一”假期，定闹钟、刷手机、查
攻略，已不仅仅是为了抢火车票了——随
着三星堆、海昏侯的考古热潮，“博物馆门
票一票难求”等词条相继登上热搜，博物馆
游的确“火”起来了，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
已日益高涨。

与历史隔空对话

有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两日，三星
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34574人，比2019
年同期增长约284.4%；被网友调侃“只见
人头不见俑”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每日限
流6.5万人；故宫博物院假期门票提前多
日就已售罄……某票务平台上，考古、博物
馆、文化遗址等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
超过15倍。

许多游客去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上海博
物馆，就是冲着晚清出土的“海内青铜器三
宝”而去的。因为除了在中国台湾的毛公
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周朝遗存的
这“三宝”中的另外一尊就是在上海博物馆
的大克鼎。大克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
县，鼎内有铭文290字，记录了宫廷高级御
厨长克，世袭先祖功业，被周王任命与赏赐
大量土地与奴隶的相关内容。

石器、玉器、金器、青铜器……这一件件
文物不只是见证历史的藏品，更是滋养文化
血脉的“甘泉”。人们来到博物馆，通过千百
年来遗存下来的文物与历史隔空对话，不仅
能丰富文化生活，更能让更多人触摸历史脉
搏、感知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当然，一件件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也是
沟通当代与古代的重要媒介。“五一”期间，
北京的游客莫然在三星堆博物馆门口秀出
自己手中的三星堆版“娃娃头”雪糕，引来
好友的追捧和点赞。“五一”小长假期间各
地文创雪糕纷纷“出圈”，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比如三星堆博物馆以三星堆祭祀
坑出土的两款青铜面具为模板，打造了“娃
娃头”，以“青铜味”（抹茶）和“出土味”（巧
克力）区分，1200多支冰糕一上午就被抢
空。由此更是引发了各地“文创雪糕大赛”：
陕西推出了“兵马俑雪糕”，甘肃推出了“莫
高窟雪糕”，湖北除了“黄鹤楼雪糕”外还有
越王勾践剑慕斯、编钟巧克力、鹿角立鹤红
丝绒等文物甜点，当然也少不了前几年就
火过一阵的“故宫瑞兽雪糕”和“国家博物
馆文物雪糕”。

非国有博物馆放异彩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热”的兴起，非国
有博物馆作为新兴的博物馆类型，不仅在
藏品上可以作为国有博物馆的补充，在观
众体验感、互动感方面也有着不小的突破。

去上海中心大厦的游客，有人是为了
领略中国第一高楼“一览众山小”的风姿，
也有人来到位于37层的上海观复博物馆，
感受中国第一个被官方认证的私人收藏博
物馆的馆藏魅力。

观复博物馆在北京、上海、厦门等地各
有分馆，建筑风格各异，藏品则各具千秋。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上海的观复博物馆，
除了瓷器馆、东西馆、金器馆、造像馆4个
固定展厅以及一个临时展厅外，还在这座
现代化建筑中，融入了传统中式园林庭院
的元素，名为“半亩园”。据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半亩园”只对观复博物馆会员开放。

人们游览博物馆之余，还可以在这里休
憩、喝茶。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成功案例还有西
安曲江艺术博物馆。作为“全国优秀非国有
博物馆”，不仅在抢救、保护、收藏、展示以
中国古代壁画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遗产，和
具有陕西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是唯一一家将“五星级
酒店+精品博物馆”的成熟模式引入国内
的非国有博物馆，并于2020年12月被评
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除精美的馆藏文物外，西安曲江艺术
博物馆还联合环球识梦公司，设计了一个

“可以玩的印象派展”。这个“实幻印象—印
象派互动展”将印象派大师的画作真迹与
VR技术和AR动作识别技术相结合，实现
光影幻境的完美融合。比如，举起胳膊，你在
画中就有了一个撑伞的形象，仿佛置身法国
艺术家卡耶博特《巴黎街，雨天》的画作中；
也可以“走入”莫奈的花园，感受草长莺飞、
睡莲绽放。在这里，观众不再是单纯看展，而
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去认识和感受印
象派画作中的“实与幻”。这个展览不仅成为
西安新晋网红打卡地，也兼具美育启蒙之
能，让孩子对美术的兴趣从“可以玩的展览”
开始。

博物馆是文化的窗口

在“博物馆热”现象背后，是人们对丰
富文化生活的需求。

如何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经过实
地调研的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建议。

“博物馆是我们国家重要历史遗存的
所在地，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民族记忆和
文化脉络，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重要桥
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副会长张小影看来，把博物馆办成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大学校”，需要还原文物的真
实面目，加强对文物所处年代背景、来龙去

脉的研究，让文物从“藏品”变成“展品”，更
多展现在观众面前。

“从曲江艺术博物馆这类非国有博物
馆可以看出，博物馆实际上是公益事业和
慈善事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只有动员
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博事业中，才能
让更多的观众通过参观博物馆获得知识、
增加文化自信。”张小影说。

调研过几十家博物馆的全国政协委
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刘广发现，每
个博物馆都有文创中心，但创新力度不大。
他建议博物馆可以从美学角度和艺术角
度，将文创与城市建筑结合在一起。“比如
把博物馆文创元素加入城市路灯中，变成
每个城市的标杆。或者与一些品牌合作，把
艺术品变为原生品，老百姓买回家中可以
增加文化氛围。”

对于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全国
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
民对此有独到见解。“文创产品不仅仅是一
个经营类型，更是一个文化行为。我们博
物馆人应该破除禁锢、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激发博物馆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的活力，进一步提高文创产业、文创产品
的认知能力。”

王亚民建议博物馆加强与社会相关企
业的合作，把博物馆的经营推向新高度。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必须升级，现在很多文
创产品还处于被复制、被模仿的阶段，比如
这个博物馆做杯子，其他地方也学着做杯
子。”他认为，博物馆文创要想突围，就是要
研究5000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环
境，中国人最需要什么，如何才能满足人民
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正是因为不断创
新，才让博物馆和观众越来越近。王亚民认
为，文创作为博物馆的衍生产品，每一件东
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将文创产品作
为礼品送给朋友的同时，就可以给人们讲
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热博物馆热””下的文化浪潮下的文化浪潮
本报记者 李冰洁

“终于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就是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绣出
时代力作敬献党的百年华诞！针针不息，
致敬百年！”5月5日，国家级非遗项目（苏
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的微信朋友圈
中，这样一条信息获得众多好友的点赞。
当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名绣娘绣百年”作品发布仪式在苏州
高新区举行，由姚建萍领衔的百名苏绣大
师、绣娘及党员集体创作的展现建党百年
历史和成就的苏绣作品《初心盛放》封针，

“姊妹篇”《百年风华》起针。
临近深夜，与记者谈起刚刚封针的

《初心盛放》，姚建萍言语中依然激动不
已：“真的是太惊艳了！从设计到封针，整
个团队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其中设计
历时一年，百名绣娘一针一线地绣了半
年，行走14亿针绣制而成。期间有很多
艰辛，甚至是焦虑，到今天，所有的付出
都值了！”

据悉，《初心盛放》是以上海市花白
玉兰为主题元素，融入中共一大纪念馆
和上海当代建筑等元素，以历史与现代
交相辉映的手法，展现了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奋斗精神。在针法

上，绣娘们打破常规，突出三维立体效果，
用包容并取的理念，以垫绣等优秀针法相
融合，创造性地加入了悬空立体绣；在色彩
上，更是创新突破固有的颜色体系，艺术效
果呈现也是丰富而多彩。

“这件作品带给整个团队很多收获。首
先，从酝酿构思开始，大家一起学习党史，
并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通过走红色
之旅，去井冈山、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及苏州
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体验过去的烽火岁

月。感受非常直观，年轻的设计师和绣娘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及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对党的热
爱之情更加深厚。正是带着这种热爱，我们
投入到一针一线的创作中去。”年轻人的
感慨，让姚建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创
作的意义非凡，“更何况，通过这样一件
作品的创作，我看到一个希望，以苏绣为
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在展现时代主题方面
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潜力。”

姚建萍说，她一度为苏绣的传承忧心
忡忡，因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还
小”，急功近利的思想难免影响着慢工出
细活的苏绣行业，高水平、有深度的原创
设计太少了。

但这一次，年轻人着实让姚建萍吃了
一惊。虽然在学党史、走红色之路的研讨
学习和采风过程中，设计方案数易其稿，
但是在不断地锤炼和坚守中，各方满意的
绣稿设计方案最终横空出世。姚建萍说，
苏绣设计，需要耐住寂寞，但却真的有一
些年轻人，为了那份情怀安心留下来，当
古老苏绣的守门人。“苏绣原创《初心盛
放》设计方案出自我的搭档李文博之手，
这个作品的融针秀风格得到了高度认可。
他本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是一
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为苏绣磨针设计已
经10个年头。这一次，刚刚结婚的他原
本要去度假，但是考虑到为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庆典而作，为中共一大纪念馆
而作，任务艰巨而光荣，他毅然放弃休
假，认真投入创作。”姚建萍说，与李文
博一样，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觉得参与这个
题材的创作“非常幸运”，“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并且每一位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很好的历练，爱国心更加强烈，创作
灵感更加旺盛。这样的双重收获，让我对
未来充满信心。”

姚建萍介绍，封针当天，苏绣作品《初
心盛放》以中共江苏省委的名义，赠予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中共一大纪念馆。而刚
刚起针的《初心盛放》系列“姊妹篇”——
《百年风华》将由苏州首个党组织——中共
苏州独立支部（苏州市党性教育实训基地，
在建）收藏并陈列展示。

行走14亿针 致敬辉煌百年
“百名绣娘绣百年”作品在苏州发布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大概是被北京博物馆通票上中国地
质博物馆缤纷的岩石色泽所吸引，女儿将
其列为博物馆行程的打卡地之一。

作为国内建馆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中
国地质博物馆内20余万件馆藏标本，蕴藏
着地球的科学奥秘。为更好地指导女儿参
观，我提前做了功课，博物馆包含有地球
厅、矿物岩石厅、宝石厅、史前生物厅和三
个临时展厅。显然，专业性很强，小学四年
级的女儿能否感兴趣并看得明白，我心里
也有点打鼓。

我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走进博物
馆，一层地球厅入口处便有讲解器自助借
还机，扫二维码即可轻松借还。拿着讲解
器，女儿认真地参观了起来。在展示地球
内力作用章节中，介绍地震形成处，聚集
了不少孩子。原来，这里可以模拟地震。孩
子们用积木搭好房子，然后选择地震等
级，目不转睛地看自己搭的房子能扛几级
地震。

“妈妈，原来沙尘暴是这样产生的。”
在参观水和风等地球外力地质作用时，两
块临时展板吸引了女儿的注意，这显然是
今年的沙尘天气闹的，她边看边认真地
说：“要减少沙尘暴，一定要多种树，保护
好咱们的环境。”

来到矿物岩石厅，女儿站在两个“水
晶球”前认真地比较起来，旁边还围了不
少孩子。

“左边是水晶。”
“不对，应该右边才是。”孩子们边看

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左边是玻璃，右边才是水晶。”一个

孩子指着旁边的文字提示说，“你们看，这
里有鉴别方法。水晶属于非均质体，玻璃
质地均匀，通过他们看圆球后边的字迹，
有重影的是水晶，能清楚地看到后边字迹
的就是玻璃。”

女儿秒懂之后，拉来还在远处参观的
姥姥，饶有兴致地现场教学起来。

参观史前生物厅，首先要知道什么是
化石。入口处，一部短片，生动地讲述了化
石是如何形成的。当看到最早的化石距今
有数十亿年时，女儿惊奇地张大了嘴巴。

最让女儿喜爱的还是临时展厅正在
举行的“在同一个地球上”动物标本展。栩
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让她不时发出“哇哇”
的惊叹，“好可爱呀，我喜欢。”

依依不舍地告别动物标本，从展厅出
来，过厅里展示的小学生环保绘画展引起
了女儿的共鸣。“妈妈，真该给地球放个
假，你看，地球的负担好重呀！”在一幅《给
地球放个假》作品前，女儿心情颇有些沉
重地说。

借助多种展览手段趣看地球，岩石
也可以生动，化石也变得有了温度。回到
家，女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并不是地
球最早的‘主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的我们，要爱护动物，更要爱护地球。”

趣看地球
——打卡中国地质博物馆

纪娟丽

在徽州乡间，游走在曲折的青石板雨街，观赏着参差斑驳的
灰墙灰瓦古楼，品味着方门、天井、花窗、马头墙……此时，如果
从哪家古楼飘出一句徽式“撒帐歌”，你若不陶醉，那才怪哉！

徽州的“撒帐歌”源远流长，传说始于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
娶了李延年貌美如花的妹妹为妃后，入帐共坐，饮合卺酒（俗称
交杯酒），听宫女边唱边撒五色同心花果，遂相沿为风俗；宋代流
入徽州，又逐步演变成徽州版歌剧“撒帐歌”。

既然是“撒帐歌”，顾名思义就是把许多别具寓意的五谷瓜
果，不间断地撒在床上丝帐上，边撒边唱，以示伴奏。也正是因为
丝帐挂在床上，为了“露脸”，徽州人各种精工细做的好床都争先
恐后在这一天闪亮登场。我也是在参加朋友婚礼时，看到了民间
传说颇多的“千工床”。

“千工床”是徽州古时徽商大户人家才拥有的，是要能工巧
匠辛苦一千个工时才能完成的珍贵婚床，可见其耗资、耗力的巨
大。婚礼当天，这张祖上流传下来的古典婚床，可谓赚足眼球。

当然，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撒帐歌娘。那场婚礼上遇到的春
嫂，便是村庄中鼎鼎有名的撒帐歌娘。据说曾经还是村中有名的
样板戏演员。她的天分很好，当年，每次看完《沙家浜》《杜鹃山》

《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后，第二天就会唱出徽味版的那出戏，今
天是阿庆嫂，明天就是秋香、小常宝。后来，样板戏少了，她又迷
上土生土长的“撒帐歌”，专门在喜庆时，替人家唱。她用方言唱
的“撒帐歌”，人人都喝彩，为此也赢得不少“粉丝”。

记得那一天，春嫂走进洞房，挤到“千工床”旁。她身边放有
一个大大的五谷盒，里面盛满稻谷、高粱、粟米、小麦、赤豆，桌上
的红漆小盒也盛满瓜子、花生、红枣、板栗、百子糕等果品。当她
的手刚伸进红漆盒的五谷时，洞房格外安静，只见她的手缓缓从
五谷中拿出，轻轻地在五谷盒上捏了捏，再悠悠地把手举起，身
体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南北旋转，对着“千工床”轻
轻抛撒出手中的东西，一句句很美的歌词同步飘出：

撒帐东，罗纬绣幕围春风。
撒帐西，歌舞留人月易低。
撒帐南，新人轿上着春衫。
撒帐北，春色恼人眠不得。
撒帐上，睡觉不知新月上。
撒帐下，美酒清歌曲房下。
此时，洞房里传出五谷落地的沙沙声，落在桌上的青花瓷盘

中，也会发出悠美的响声，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雅之境
……而春嫂此时也深知，乡里乡亲此时都图个吉利，图个热闹，
所以也倾尽全力出神入化地表演，把自己当成从云层中落下的
仙女，正在人世间翩翩起舞，尽情歌唱！难怪好多村民都说，她很
像黄梅戏中的名角严凤英，又有的说她像越剧名角茅威涛……
而我却似乎又一次走进唐诗宋词之佳境了，那街、那楼、那人、那
声音无处不充满古雅的意境和常人的渴望，真是美妙极了。

徽州民间文化，传承得确实很真切，只要你有心，都看得出、
品得出。

（作者系安徽歙县政协秘书长）

撒帐歌娘
洪振秋

春去夏至。每年季节交替之时，和很多人一样，我总要做
一次断舍离，给衣柜减减负。趁着假期，我开始整理衣柜。常
有的断舍离，这次却有些不同。

过去的断舍离是纠结的：有些衣服长期不穿，但又很新。
丢之可惜，留之也可惜。这次的断舍离却是坚定的：那些连续
一两年一次也没穿过的衣服，我选择果断放弃。

放弃可不代表丢弃。我将这些衣物一件件拍好照片，标明
新旧程度，然后上传到“零废弃”微信群。在这里，我的这些
闲置衣物，将找到它的新主人，并重新焕发光彩。

了解到“零废弃”生活方式，是源于一次采访农夫市集。
那是北京一个以销售有机、手作食品为主题的市集。在那里，
我看到人们拿着篮子、布袋去买菜，拿着瓶子、饭盒去散打蜂
蜜、馒头。也是在那里，我了解到“零废弃”生活，并加入到
这个群组。

“潜水”之中，我发现网友们不仅分享低碳生活方式，如
自带杯散打咖啡、自带饭盒买午饭，以此减少外卖等，而且免
费出赠闲置物品，以满足其他人的生活必须。

“闲置牛仔长裙，全新，S码，寻找新主人。”一天，网友
孙美薇在群里发布出赠信息。这条长裙正是我心念念的，于是
首次“举手”，并给美薇留下地址。两天后，当衣服收到时，
同事们惊讶地问：“真是免费的，有这么好的事儿？”

我打开微信群给同事们看。“许愿微波炉或者蒸蛋器，任
何可以帮助加热工作餐的东西。”网友孙小匠一直抵制外卖，
但作为打工人的她，解决午饭确实是个难题，于是在群里“许
愿”。“看看这个合适不？”网友陈倩发了一张家里闲置的微波
炉图片说，就是不能调节火力大小。

你的闲置，成为了她的必须。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不再放
在家里浪费空间，也不是扔进垃圾桶，而是送给需要的人。

“这种生活方式真赞。”同事说。
“23小时后，我会和它失之交臂，兄die我需要你！”网友

周小布转发的这条信息，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支持。原来，小
布在发光社区排一件白色衬衣，需要网友助力点赞。

发光社区是一个闲置互赠社区，小布的加入，还是受到群
友呼噜莎的影响。呼噜莎是发光社区和旧物新生市集的常客，
通过闲置互换，她已经三年没有买过新衣服。然而，她还常常
在群里发她每日穿搭的照片。照片中的她，衣着时尚靓丽。很
难想象，这些衣服均来自于别人的闲置。

“很多人就是嫌弃旧衣服跟不上潮流才不断购买、不断淘
汰的。我希望通过不同的搭配，让大家看到二手衣服也能穿出
时尚潮流感。”呼噜莎说，坚持零购衣也不容易，每次在商场
看到喜欢的，她会先看看衣柜里的衣服能不能搭配出同样的感
觉。搭配出来之后她还会美美地在群里与网友们一起分享，大
家的认可更加坚定了她的坚持。

“正是呼噜莎的分享，让我对环保穿衣的方式充满了信
心。”小布说，环保不代表苦行僧似的生活，也可以富有美感、
丰富多彩。

你的闲置，成为她的必须，让物品发
挥它最大的价值。当闲置互换成为更多人
的生活方式，我们离环保的生活就会更近
一步。

春夏交替之时，如果你衣柜里缺少了
一件衣服，又有那么几件衣服闲置不穿，
不如试试闲置互换的生活吧。

你的闲置 她的必须
纪娟丽

爱

生活 爱地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