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诗词诗词 鉴赏鉴赏

2021年6月21日 星期一10 编辑/谢颖 校对/郑原圆 排版/孔祥佳 ·华夏副刊

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遵 化

头枕燕山，
身偎滦水，
北倚长城。
此千年古县，
后唐始置；
遵从孔孟，
教化黎民。
曾归辽金，
复还北宋，
隶属蓟州元明清。
清东陵，
葬五帝四后，
逾百妃嫔。

沸腾汤泉古镇，
浴唐宗萧后蓟总兵。
今马兰关内，
官房齐整；
惠营新貌，
般若风景。
蟠龙工艺，
栗源标准，

“穷棒子社”出精神。
沙石峪，
来百国客访，
当代“愚公”。

（2021年5月19日调研笔记）

崇 左

森林城市，
瓜果乡村，
甘蔗草原。
广香蕉木薯，
沃柑天桃；
榴莲香久，
菠萝蜜甜。
宁明思乐，
凭祥崇善，
风和景明笑容暖。
五色米，
引对唱山歌，
球抛木棉。

群山重重绿遍，
盯山过山拦翻篇看。
今高速过境，
贯穿桂越；
跨境瀑布，
画岩花山；
高腔壮剧，
天指小椒，
左江龙塔镇鳖山。
过湍流，
冀镇南共睦，
友谊之关。
（2021年5月31日调研笔记）

6 月 11 日下午，天津博物馆
多功能厅里，随着一曲“在灿烂
阳光下”高昂的大合唱，京津冀
博物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展演达到了高潮。“唱支
心歌给党听，奋斗的歌儿献给
你，文博事业同仁心连着心，守
正创新踏上新征程……”除了在
展厅里为观众举办了众多展览和
活动外，京津冀各博物馆员工在

“家里”自编自导了话剧、快板、
歌舞，讲述自己馆藏的革命文
物，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中
国共产党的热爱与忠诚。这不由
使我想起自己刚刚梳理的新中国
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天津文博事业的发展历程。

近代天津是中西文化交融的

重要城市，是我国较早兴办博物馆
的地区之一。天津也是文人雅集活
跃、私人收藏丰富、收藏家众多的
地区。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
当天即对尚存的河北省立天津博物
院、天津广智馆、天津市市立艺术
馆和北疆博物院进行了接管。并于
1950 年 3 月天津市文化事业管理局
成立后，对这些场馆进行整顿和改
造，消除旧思想的影响，确立了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举办陈列展览的基础，使之成为对
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教育的新型博物馆。经过几年的努
力，至1957年底，天津市历史、艺
术、自然三大博物馆建成，形成博
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格局。

举办展览对公众开放是博物馆
的重要职能之一。上世纪 50 年代
初，天津各博物馆举办了很多服务
社会的展览，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教
育作用。1949 年 4 月 14 日至 7 月 24
日，天津市立博物馆在本馆和文化
馆、耀华中学等 7 处，举办照片巡
展，内容为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
式、津浦平汉战役、保卫麦收、农
村新气象、锦州战役前后、解放天
津战役纪实等照片，共计百余幅，
每处场地展出少则 3日，多则 7天，
免费接待市民和学生、工人等团
体，观众达5万人，社会反响强烈。

天津旧有博物馆的藏品家底
薄，1951 年拥有藏品万余件，珍贵
文物仅 113 件。经过几年的努力，
至 1956年底，天津的博物馆藏品数
量和品质较前有很大增长，仅天津
市历史博物馆，藏品已达 6 万余
件。1955 年 1 月 26 日天津市历史博
物馆举办“天津市抗美援朝运动展

览”，展出实物、文献、图表 1000
余件，通过展览征集到天津抗美援
朝文物资料3556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
天津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从场
馆建设、陈列展览、藏品征集等多
方面奠定了今天博物馆发展的基础。

我们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华诞，
在刚刚过去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围绕“文物映耀百年征程”的
主题，各地博物馆都积极行动起
来，充分利用文物资源讲述中国共
产党光辉的百年征程。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
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历史
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而文物则是讲述党史故事最生动的
方式之一。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
为文博人，更是责无旁贷。

当下，一个个主题突出的精品展
览成为中老年人回顾激情岁月、感怀
时代变迁的体验地，成为年轻人聆听
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
地”。从我身边来说，天津是平津战
役的主战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天
津博物馆所收藏的革命文物数量和质
量在全国同等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天津美术馆藏品中也包括许多反映党
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画作。这些都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共一大代表何
叔衡在接受党的秘密任务时穿过的长
衫、觉悟社成员合影、毛泽东同志参
加开国大典所穿的礼服、邓小平同志

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开发区
大有希望”的题词、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天津期间察看过的人工智能产品、
张伯礼院士湖北抗击疫情防控期间
《弃胆诗》原件……在天津博物馆的
“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
上，千余件文物展品、文献史料、图
片视频，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奋斗历
程。在天津美术馆，除了 《百年华
章、筑梦丹青——庆祝建党百年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等展览外，还
以图话史，邀请权威美术专家为观众
深入浅出地讲述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及
其背后的创作故事，带领观众重回辉
煌时代，感受穿越百年的精神力量。

最近，天津美术馆“红色经典美
术作品进校园”宣讲活动先后走进多
所小学，结合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毛
主席诗词、长征路线图和地形图、珍
贵诗歌影像等，多维度与少年儿童展
开互动，声情并茂地讲述红军两万五
千里长征的英雄史诗。长征精神感染
人、打动人，学生们无一不受到深深
的触动。在动手环节，孩子们和家长
一起制作了“战士的小布包”。这种
润物无声、和风细雨的艺术的方式，
可以启发同学们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
感受中国共产党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
光辉历程，以长征精神激励同学们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奋发向上。

无论是展览还是文化活动，我
们所希望的，是把文物中蕴含的革
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挖掘好、传播
好，让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断传
承，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人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汇聚起奋进新征
程的磅礴伟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美
术馆副馆长、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

文物映耀百年征程
卢永琇

食物疗饥，美食解忧。
我一直相信，文学和美食
的结合，是世间最美好的
相遇。

2017年，澳门获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创意城
市·美食之都”，此前已获此
称誉的中国城市有成都和
顺德。一本《文字里的古早
味——澳门作家的味蕾》
读物于2017年底在澳门面
世，可谓正逢其时。这是30
位澳门写作人联手呈献给

“美食之都”的一份贺礼。
2019年，是江苏省的

文化丰收年，南京和扬州
分别获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创意城市网络”的

“世界文学之都”和“美食
之都”。

江苏和澳门，缘分始
于1997年，由江苏教育出
版社出版第一部澳门专业
史著作《澳门戏剧史稿》起，
20多年的岁月里，两地在
文化领域的各种合作一直
不间断。此次，将这本澳门
作家的饮食笔记重新整理，
并针对内地读者，在文章编
排上再做增删，更名为《生
活的古早味——澳门作家
的味蕾》，由江苏凤凰集团
出版发行，是江苏和澳门在文化合作的基础
上，开辟再出发之路。

庚子新春，新冠肺炎肆虐，全国上下齐
心抗疫。那个春天，我们无法感受到春回大
地的生机。任春光正好，足不出户，是个人
对抗击疫情的最大贡献。重新整理这本结
合文学和美食的书稿，在这个非常时期具
有双重治愈功能，熬过黑暗，便又是一个春
天的到来。

在澳门生活的华人占城市人口 95%，
除广东人外，福建人、上海人在比例上平分
秋色，每一个在澳门的人都有离乡的记忆
和思乡愁绪。澳门文学，有一份天然的乡
愁。乡愁，在澳门华人作家笔下便是一场场
个人经验和记忆的书写。

关于乡愁的文章，作家们往往笔锋一
个拐弯，就不约而同地转到了舌尖上来，如
上海泡饭、福建米粉、珠三角的豆捞、角仔
等等，各地美食拼成了镶嵌在岁月中的山
河版图。因为爱文字，因为爱美食，我对这
些由“乡愁”浸泡出的美食文字念念不
忘, 这是编这本集子的初衷。在这个人人
以“吃货”自居的年代，讲“吃货”的故事，谁
还能讲得过作家？从乡愁到舌尖、从舌尖到
笔下，饮食文章从来好看。袁枚《随园食
单》、梁实秋《雅舍谈吃》、林文月《饮膳札
记》、王世襄《吃主儿》，到汪曾祺笔下高邮
鸭蛋、杨花萝卜、豆腐、韭菜花等这些家常
不过的食物，经过文字的洗礼，多了一份仪
式感。连曹雪芹都放下身段，以换取南酒烧
鹅：“若有人欲快读我书不难，唯以南酒烧
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而那些关于吃的
记忆，端的是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舌尖上的乡愁代表了童年最初始的味
道，味蕾的记忆要比大脑的记忆来得更持久
绵长。听过一个也许是杜撰的笑话，但不乏
真实性，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最挂念两个
女人，一个是自己的妈妈，一个是“老干妈”，
前者是家的味道，后者是中国味道。妈妈做
的食物中，有一味千金不换的独家秘方：浓

浓的爱!
“足足超过半个世纪的

记忆了，我妈妈早已忘了当
年喂我吃过什么，但我这些
年吃过那么多东西，却从未
吃回当日那一丁点的美味。”
(王祯宝《滋味圈》)

“可我呢，也许是太习以
为常了，从来不觉得这虾片
有多矜贵，直到去年十月父
亲离世，母亲没有心情再做
了，之后的好几个月我都没
能吃上一片，脑海里不断想
着父亲吃得滋味无穷的样
子，我才感觉到那份怅然若
失的酸楚，才让我重拾这么
多的美好的回忆。原来，那一
直陪伴着我成长的味道承载
着那么淳厚真挚的情感！”
(林韵妮《母亲的虾片》)

如果说乡愁是思念，是
对味道的思念，对家乡青山
绿水的思念，那么其中分量
最重的，莫过于对亲人彻骨
的思念。时光不能倒流，远行
的亲人不再归来。好在，我们
还有文字：

“这世上愿意和我分享
飞机餐的人或许不存在，但却
有这么一个人，不顾多少旁人
的白眼，不怕任何麻烦，只要
我说一声，连天上的星星也会

打包回来给我。”(袁绍珊《天上的美点》)
“小小的我走在夜了的院子里，提着灯

笼，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前走，不知道有一
天，我会长大，姥姥会离开。眼里只有那灯笼
和前面的路，很明，很亮。”(谷雨《蜜麻托》)

“人与人在漫长的生命洪流中擦身而
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有分享的喜悦，也
有错误导致的愧疚，如果有轮回，我与爷爷
会不会再相遇？爷爷，我答应你，有机会再
重遇的话，我一定会分享给你最好的美
食。”(太皮《内疚的菠萝蜜》)

参与本书写作的30位写作人，有80多岁
的前辈，也有1980年代出生的小字辈——都
是80后。他们用文字符串起了时光隧道。无论
澳门还是内地，我们看到久远岁月里人们对食
物的敬畏与渴望。食物充饥，对我们上一辈人
来说是这样的，来之不易的食物都自带光环。
穆凡中的《窝窝头》、殷立民的《鸡年说鸡》、
凌雁的《粗茶淡饭者言》里，记录了吃饱是生
存的头等大事的一个时代。沿着时光隧道，我
们走到了今天，不但吃饱，还要吃得精细、用
心，是“食不厌精”的奉行者。梯亚和王祯宝
的文字从来别具一格，读者跟着他俩去领略不
一样的食物风情之余(梯亚《跟着文字饶舌》、王
祯宝《鸡包翅》)，也跟着吴淑钿的饮食脚步，无论
尝新、寻常或偶然，当是一步一景(吴淑钿《我的
三个饮食脚步》)。再借吴淑钿的文字来说明立
意：“古早本是闽南语，大约千禧之后才由台湾
旅游界传过来，胜在本相流露；既古且早，中文
没有时态，它就是过去式的表述了。一听古早，
就知原汁原味，食安问题尚未出土。”原汁原
味，是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借食物寻找文字
里、生活中最本真的情感。

我希望《生活的古早味——澳门作家的
味蕾》的出版，开启江苏与澳门的文学美食
之旅，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讲述
苏澳两地的美食故事。让这份爱的味道，在
灵魂中永驻。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委员，澳门特区政
府文化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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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两首
杨小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2021 年 6月，第一次到曾被
称为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之
一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到怒江之前就估计到，身临
其境时，亲眼所见一定会与口耳
相传、文字图像中的怒江有变化
和反差。意想不到的是，两天中
实际看到的变化和反差，是如此
之巨大。在惊叹奇迹之余，真真
颠覆了自己的一个认知：经济、
社会发展是渐进的，需要循序渐
进、日积月累，需要积之以勤、
持之以恒。而在怒江看到的千年
跨越奇迹则告诉我，在一个地
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举
国力量的倾力支持，有所在地方
干部群众的齐心努力，是完全可
以不是渐进而是跨跃的。

谓余不信，请到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来。

怒江，穿越历史的烟云和时
空的脚步，在继实现由奴隶社会
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
形态跨越千年后，又实现了同全
国一道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实现
了从绝对贫困、区域性整体贫困
到“两不愁、三保障”、区域性整
体脱贫的千年跨越。

怒江全州人口 55.3 万，居住
着傈僳、白、怒、普米、独龙等
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
总数的 93.9%。独龙、普米族是
特有民族，属典型的由奴隶社会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
过民族”，直过民族人口占全州人
口的62%。怒江地处滇西北横断
山脉，有云岭山脉、碧罗雪山山
脉、高黎贡山山脉、担当力卡山
山脉，“四山”夹澜沧江、怒江、
独龙江“三江”，是典型的高山峡
谷地貌。上苍赋予了怒江“东方
大峡谷”的雄奇、俊美、独特之
景，赋予了怒江水能资源充沛、
矿产种类丰富、“植物王国明珠”
之实之外，又使其美中不足，“看
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
溜索，种地像攀岩”，许多地方不
适合人类居住生活，不具备发展
前景和空间，属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的地方。全州贫困发生率
曾一度高达56.04%，全州4个县
（市） 均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29 个乡镇中有 21 个是贫困乡镇，
255个行政村中有贫困村249个，其
中深度贫困村 218个。因此，脱贫
任务十分繁重，搬迁移民则是脱贫
攻坚中的硬骨头。为此，全州共建
了 67个“新家园”，将为全州近五
分之一人口的11万多人、四分之一
的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
搬离大山陡坡，迁入城镇，从根本上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建设 67 个

“新家园”，搬迁11万多人，并使之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何尝
不是怒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三大战
役”。

怒江，一条被命名为“美丽公
路”的通衢要道，天堑变通途，惠及
沿线30多万群众。怒江98%以上面
积是高山峡谷，最高海拔 5128米，
最低738米。高黎贡山、碧罗雪山相
拥着奔腾的怒江，贯穿怒江南北。世
居于此的少数民族群众，千百年来，
出行难、过江难。而今，保山至怒江
州府所在地泸水四季畅通的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结束了怒江州无高速公路
的历史。独龙江高黎贡山公路隧道贯
通，独龙族群众告别了半年大雪封山
而与世隔绝的日子。行政村道路硬化
达 100%，自然村达 77.16%。特别
是南起泸水市六库镇，北至贡山县

“神人共居”之地丙中洛的“美丽公
路”，串联起泸水、福贡、贡山三县
市，成为怒江的产业路、景观路、致
富路、幸福路。与美丽公路相伴的城
镇型和郊野型绿色步行道和骑行道，
依地形、景观变化和人文特点，分段
命名为记忆道、英雄道、三江道、鲜
花道、仙女道等。36道“溜索”改
建为桥，在怒江、澜沧江、独龙江
上，共建有桥梁145座。在著名景区
丙中洛、老姆登、石月亮、姚家坪、
登埂温泉等地，修建高黎贡山国家步
道。这一切，既为怒江各族群众出行
提供便利，也为户外运动、旅行爱好
者提供既安全又独特的登山临水、领
略无限风光的绝佳体验。

“美丽公路”不仅是穿行于绿水
青山中的坦途及对沿途美景的诗意
表达，更是怒江人民对更加美好未
来的憧憬，更是怒江在实现中华民
族百年梦想征程中美丽蓝图的具象。
正如怒江籍全国政协委员、普米族青
年歌唱家茸芭莘那在《比歌里唱得还
要好》中所唱道：“好梦成真的新生

活呀，比歌里唱得还要好！”
不仅如此，途经怒江的铁路正

在火热建设中，机场已列入国家建
设计划，怒江将告别“铁 （铁路）、
公（公路）、机（机场）”不全、不
配套、不畅通的历史。出门攀天
梯、过江靠溜索，已成为前人的经
历和记忆。

怒江，向城镇化迈出新的步
伐。曾几何时，挂在山坡陡壁、锁
在云雾中的千脚房、茅草屋，茅草
覆顶、木石为墙，漏雨透风的居
所，一个长年不熄的火塘，人畜共
处的环境，刀耕火种，难以温饱的
生活，一代又一代人承袭相继。而
今，告别了贫困、落后和封闭，5.77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近17万贫困群
众解决了住危房问题，11万多人搬
离穷山恶水，75%的人口集中安置在
州政府所在地和县城，其他部分安置
到中心集镇或边境一线。将搬迁扶
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同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有
机衔接，怒江实现了城乡结构的重
构，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33%提高
到48%。乡村振兴的实施，城镇化
率的提高，使少数民族群众享受到了
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现代生活水平。楼
上楼下，窗明几净，网络宽带到户，
成为家庭标配。当今怒江，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速度最快、各族群众获得实
惠最好的时期。

怒江，在改善、提高生活水平的

同时，也在完善、发展着自己。怒江
各族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一次重要指示、一次接见、
一次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脱贫
攻坚中形成的“缺条件但不缺精神，
不缺斗志”“苦干实干亲自干”的精
神和作风，推动着“怒江每天都在变
化，每时都在进步”。那牺牲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的40名帮扶干部，激励
着更多的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
脱贫攻坚中积累起的一笔笔怒江各族
人民不“等靠要”，靠努力奋斗过上
新生活，“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
日子还在后头”“感恩共产党、感谢
总书记”的独有精神财富。也正因为
如此，中共怒江州委被党中央、国务
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
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怒江州委书
记纳云德颁授奖牌。

带着不断的惊叹离开怒江前，听
到一个故事：一位少数民族的老人，
向别人寻要习近平总书记的微信号，
他说，我们的日子过好了，感恩党，
感恩习近平总书记，要向习近平总书
记发个微信红包，表示感谢。不论故
事具体情节如何，怒江“一跃千年，
感恩奋进”却真实地存在。在祖国大
家庭的怀抱里，怒江这片热土创造了

“跨越千年”和“千年跨越”的奇
迹。相信，怒江在启航新征程中，奇
迹还会发生，日子会越来越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
体委员会副主任）

怒江，又一次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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