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天气仿佛也温柔了，更加宜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合浦汉

代文化博物馆迎接着天南海北的参观者，络

绎不绝。

“没想到！”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研修班的

王老师连声赞叹，“看到这么多文物，我感受

到了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回去后我要讲给

学生们听。”

“ 合 浦 ”，江 河 汇 集 于 海 的 地 方 。 有 着

2100 多年灿烂历史的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

之 路 的 始 发 港 。 在 这 里 ，有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109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处，自

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14 处。

近年来，合浦县着力保护弘扬传统文化，

讲好海丝故事。小城故事多，这里的海丝往

事，渐渐越传越广，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

讲述。

丰富文物 见证交融

合浦街头，“铜凤灯”“波斯壶”的元素随

处可见，又以“铜凤灯”最为常见。当地人为

何如此钟爱这些元素，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

答案或许就在当地的博物馆里。

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与海丝相关的

文物丰富多样，尤以“珠光帆影——合浦海上

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人气最旺。

在“青铜之光”展区，造型优雅的“羽纹铜

凤灯”复制品旁，观者众多。此物外形仿凤

鸟，制造工艺精湛，巧妙的造型设计可使燃烧

的烟灰进入凤灯腹腔，溶入水中，达到净化空

气的效果，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智慧。

据介绍，青铜制造工艺来自中原，而羽纹

则是当地常用纹饰，“羽纹铜凤灯”恰恰展现

出合浦在汉代时的文化交融。上世纪 70 年

代，合浦望牛岭一号墓出土的“羽纹铜凤灯”

震动考古界。此后，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曾到

日本、罗马尼亚、墨西哥、荷兰等多国展出，讲

述文化交融的历史。

地处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

点，合浦的包容性还体现在海上丝绸之路带

来的中西交流。

在博物馆二楼的“碧海丝路”展厅，游客

们围着“东汉波斯陶壶”不停打量。这只产自

波斯的陶壶外着青绿釉，釉色鲜亮，造型充满

异域风情。

《汉书·地理志》有言，“蛮夷贾船，转送致

之”。史书记载，早在汉代，我国就与波斯帝

国有商贸、文化的交流，这只陶壶也成为汉代

海上丝绸之路交往、通商、贸易的重要物证。

不仅有精美的文物，近年来，合浦汉代文

化博物馆对展厅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日常陈

列展览水平，更突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文化主题。建设网上博物馆系统、自助语

音导览系统……一系列数字化措施，让博物

馆更“智慧”。2020 年以来，博物馆还向公众

赠阅合浦文史读物和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宣

传资料，进一步扩大合浦海丝文化知名度，增

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变化是显著的。“博物馆年接待量从曾经

的 2 万人次提升到 20 多万人次，来合浦去博

物馆看文化，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合浦汉代

文化博物馆馆长廉世明说。

“现在有朋友来，我都会带他去博物馆看

看，身边也有越来越多人对本地文化产生兴

趣。”合浦县居民刘忠焕说。

记载悠久历史的文物，也是记录海丝往

事的文化符号，文脉赓续，延绵不息。

千年古郡 开放包容

合浦港，地处环北部湾中部的沿海平原，

南临北部湾、北通灵渠达中原，西北通过红水

河可达云贵川。优越的先天条件，成就了合

浦悠久丰富的历史。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设立合浦郡。

昔日郡城今何在？

合浦县西郊的廉州镇廉南社区，有一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草鞋村遗址。据

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副 主 任 蓝 胤 天 介 绍 ，此 处 应 是 合 浦 郡 城 所

在地。

2019 年，草鞋村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启动

建设，目前已完成遗址保护棚、消防桥、码头

复 原 和 步 道 建 设 ，正 开 展 文 物 本 体 修 复 工

作。预计 2023 年底将建成草鞋村遗址公园，

让 文 物 保 护 成 果 惠 及 更 多

民众。

西 门 江 是 合 浦 县 的 母 亲 河—— 南

流江最大的支流，它灌溉着广袤的平

原，也为往来商贸提供了便利。遗址

西面，西门江绕村而过，10 公里后便

到达入海口。

古时，南来北往的船只，四面八

方的商贾，带着货物到此，在西门江

码头上上下下，将这一带变成了圩

市。“阜市东来接海涯，市中烟火起

楼台。”“圣朝自是多丰年，常听欢

声动六街。”西门渡口的繁华，由此

可见。

如果说草鞋村遗址让人神往

古郡风采，那么合浦县阜民路的骑

楼群则能令人回望清末民初时的

兴盛。

阜民路全长不过一公里，却留

下了 132 幢骑楼，是合浦现存最大

的西洋风格建筑群，也是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税务所、粮食局、银行、

学校、各式商铺……这些老建筑留

下的痕迹里，阜民路昔日的兴旺依

稀可见。“开埠以后很多外国人在这

里置办家产，根据《廉州镇志》记载，

老街在清代及民国时是全城主要商

业区之一，见证了开放的活力。”在老

街土生土长的北海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严广云说，“合浦向海发展

从来没有断过，这也造就了合浦人

开放包容的性格。”

向海发展 明珠生辉

若论海丝文化对合浦的另一个

影响，当数“南珠情怀”。

物华天宝的北部湾孕育了享誉中外的

南珠。经考证，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大量

从东南亚进口珍珠，带动了后期合浦采珠业

的兴起。

历史上的“合浦”辖区很广，几乎覆盖了

现在北部湾区域的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 3
个地级市全境和广东廉江的部分地区。据

《合浦县志》记载，合浦自东向西沿海就有七

大 盛 产 南 珠 的 古 珠 池 。 成 语 故 事“ 珠 还 合

浦”，就发生在白龙珍珠城。

此地如今虽已划归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

镇，但其在 1994 年之前仍属合浦县，是合浦

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白龙村南面就是古珠

池的所在地。

如今，合浦南珠已经成为广西北海乃至

整个北部湾地区的重要产业。2017 年以来，

北海市深入实施奖励扶持、海洋生态保护、种

苗质量提升、管养优化、加工增效、市场规范、

配套建设、融合发展等八大行动，推动南珠产

业全链条扩量提质增效，形成了“南珠宫”等

多个著名的海水珍珠品牌。

在合浦，除了南珠，还有小饼。“小饼如嚼

月，中有酥与饴。”苏东坡曾途经合浦，受到热

情款待。离开前，苏东坡留诗一首——《留别

廉守》，这也成为中国传统有馅糕饼的早期书

证。诗中的小饼，就是合浦月饼的源头。

围绕小饼挖掘历史，合浦做起文旅大文

章，建起月饼小镇，还建了文化展示馆。

馆内，不同时期月饼的演变历史、祭月拜

月习俗历历在目，从南到北不同地区的月饼

模具琳琅满目，镇馆之宝——清朝月字文昌

塔印模生动复刻了合浦当地的文昌塔，可以

说是早期的文创周边。馆外，游客可参观烘

焙工厂的生产车间，了解工业化制作月饼的

流程，还能在体验区参与烘焙食品的制作。

离开合浦时，已然暮色四合。在 合 浦

汉代文化博物馆附近，北海近年来倾力打

造的“海丝首港”景区，全景交互式露天演

出正热闹开演。夕阳下，海面波光粼粼，

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因港而兴，因文得传，承袭

千年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

将令合浦这颗“明珠”更加

光彩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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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艺术作品有没有发言权？

思考这个问题有着特别的意义。

历经 5 个月的筹备，“素人策展计划

第一季”于近日向公众开放。中华艺术

宫（上海美术馆）邀请了 5 组 6 名没有美

术背景的素人担纲策展人，他们来自各

行各业，有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注册分

析师、退休语文教师，也有大学教授和物

业经理，但都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

馆方为每一组配备了一名专业策展人作

为策展助理，同时开放美术馆藏品库供

挑选，每组策展人拥有自己的展览空间

来展示挑选出的展品和自己对这些展品

的见解。

让普通人参与到美术馆的重要业务

中来，是一次让渡策展权的尝试。其中

一名素人策展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互

相“折磨”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

互学习、相互成就的过程。素人策展人

对于艺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自

身的生活经历、工作经历和情感经历，他

们通过对美术作品的解读，述说着各自

的真实经历、真切情感和真诚理想，这些

看似平凡却又意味深长的故事，折射出

时代之变、城市之美和人性之光。

公共美术馆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艺

术场域，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作为

上海唯一的国家重点美术馆，一直不断尝试把美术馆的功能

延伸到老百姓身边。如今，我们把策展权交给普通市民，不是

玩票，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对公共艺术的全新诠释。每个人

对于艺术都有自己的鉴赏力、判断力。作为公共美术馆，社会

美育不仅仅是教会大众美术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挖掘普

通人的艺术潜力，提升他们的艺术自信心，激发大家对真善美

的自觉追求。

如今，我们正积极推进“大美术馆计划”，积极整合资源，

主动将美术馆的事业发展和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

来，以社会美育为责任和使命，努力将“人民城市”理念贯彻到

美术馆的业务工作中。“素人策展计划”正是“人民至上”办馆

理念的重要实践。

通过这一展览，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希望聆听、了解

普通人对于艺术的观点和想法，让人们都意识到，艺术不需要

一味仰望。同时，美术馆也借助自身丰富的馆藏资源，实现艺

术与人的深层联结，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为今后更好地

服务民众提供参考和抓手。

展览启幕后，有观众留言，“这个展览真的给了普通人发声

的机会，让大家看到了艺术的另一种可能性”“看到普通人的

策展作品，感觉更亲近和有共鸣，艺术可以真正服务于人民”。

“城·人知美”是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目标和使

命。我们相信，美术馆是安放情愫、充实精神、滋养心性、升华

品格、激发灵感的理想之地。每个人都有艺术的潜力，素以为

绚，“素人策展计划”不仅是美术展览，也是老百姓实现艺术梦

想的舞台。我们真诚地欢迎每一位观众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来，成为下一位策展人。

（作者为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长，本报记者曹玲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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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授权并指导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创排

的西藏首部儿童剧《特殊作业》，于 8 月 8 日至 9 日在京参加第

十二届儿童戏剧节“新时代优秀儿童戏剧线下展演”。

作为中国儿艺与西藏话剧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项目，去年

11 月，西藏版《特殊作业》的创排工作正式启动，历时近 5 个月

完成。目前该剧在西藏各地演出多场，观众突破 5000余人次。

《特殊作业》是一部关注当代孩子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

塑造了 5 对富有生活气息和鲜明性格的父母和孩子，旨在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助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儿童剧创作十分不易。中国儿艺院长冯俐表示：“一部优

秀的儿童剧不仅要具备戏剧的基本要素，更要在准确把握孩

子心理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表达。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没

有说教、没有口号、没有脸谱，这样孩子才愿意带着好奇心走

进故事，慢慢体会这部剧想要表达的亲情、温情和包容。”

为了保障演出艺术质量，中国儿艺导演马彦伟全程参与

复排工作，他说：“西藏话剧团的青年演员身上充满着来自高

原的奔放气息，赋予了这部儿童剧更强的感染力。”

西藏版《特殊作业》的另一位复排导演尼玛玉珍，是西藏

话剧团国家二级导演，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儿童剧，“儿童剧的

创作思维和其他戏剧不一样，需要回归童真的戏剧艺术本

体。”能够参与该剧的创排工作，她既紧张又兴奋，“我的创作

热情被点燃了。在与中国儿艺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严谨务实、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感染了我，让我对儿童剧创作有了更深

的认知。”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说：“其实儿童剧的表演是有

难度的，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年龄比演员实际年龄要小 10
岁左右，所以演员一定要具备很强的表演能力。”

“如今，这部作品成为绽放在雪域高原的第一部儿童剧。”

冯俐说，“中国儿艺无偿将《特殊作业》的演出权授予西藏话剧

团，希望孩子们能从中感受到与父母之间最深的情感。”

8 月 8 日，600 多名援藏干部家属及各界群众观看了西藏

版《特殊作业》演出。援藏干部张殷俊说：“我是带着儿子一起

来看的。这部儿童剧很温馨，很有教育意义。看完这部剧之

后，我会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援藏干部、中国国家话剧院挂职

西藏话剧团副团长韩文亮，是西藏版《特殊作业》的制作人。

他介绍，在中国儿艺的帮扶下，西藏话剧团明年将推出西藏本

土原创儿童剧《唐卡里的宝贝》。“《唐卡里的宝贝》将以民族音

乐剧的形式，通过‘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水里游的’3 种动

物的视角，展现西藏生态环境的变迁。”

中国儿艺今后将持续加强对西藏话剧团的帮扶，特别是

推动西藏本土原创儿童戏剧的创作。“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西藏

本土儿童剧绽放在雪域高原，让更多孩子看到高质量的儿童

剧，在他们心中种下艺术的种子。”冯俐说。

西藏首部儿童剧《特殊作业》在京上演

期待更多儿童剧绽放雪域高原
郑海鸥 曾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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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合浦县西门江合浦县西门江。。 严立政严立政摄摄

图图②②：：小朋友们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参观小朋友们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参观。。

图图③③：：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陶熏炉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陶熏炉。。

图图④④：：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的湖蓝色玻璃杯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的湖蓝色玻璃杯。。

图图⑤⑤：：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的波斯陶壶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的波斯陶壶。。

图图⑥⑥：：合浦火车站门口的汉船雕塑合浦火车站门口的汉船雕塑。。

图图②②至图至图⑥⑥均为均为王健王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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