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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项目方案专家评审会在京举行。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文史馆、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广电新闻出版
总局、佛教文化协会、道教文化协会、儒家文化协会、中医药文化协
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共30余人与会。

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学
术理论和可行性研究的大型综合文化旅游项目，一个展示中华历史文
化的综合园区。它将以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为背景，从盘古开天
地、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记载，对
中华历史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典故事和众多历史素材进行
筛选和整理，加以生动的展示。目前课题组已初步完成了9个历史文化
专题展区的素材筛选和文字编写工作，共计40多万字并编制了初步规
划方案。 （陈芳颖）

著名女导演宁瀛曾以《找乐》《民警
故事》《夏日暖洋洋》 等影片蜚声国际，
她新近执导的、以空姐的选拔、成长和
婚恋为题材的影片《浪漫天降》，目前正
在中国内地公映。

这部爱情轻喜剧讲述了一位年轻的
空姐沙沙与商务舱乘客林子大之间一段
既搞笑又浪漫的情缘。宁瀛说，影片希
望表现的主题就是那句流行
的话：“梦想是一定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影片取材于
真实的空姐原型，编剧尤丽
丽曾经也是空姐，所以很多
有 关 空 姐 生 活 和 婚 恋 的 细
节，在电影里的呈现比较生
活 化 ， 比 较 有 趣 。 和 《港
囧》《煎 饼 侠》《夏 洛 特 烦
恼》 一样，《浪漫天降》 也具
有 符 合 时 代 风 格 的 一 些 特
征。由于影片中的演员关晓
彤、崔宝月、白举刚、左立
等都是“90后”，而整个电影
风格时尚、轻松，所以，《浪

漫天降》 也可以说是一部“90 后”电
影，迎合了年轻人的审美眼光和格调。
同时这部影片也是当下海内外热门的

“小妞电影”，即以女性角色为核心，展现
年轻的女主角从失落倒霉开始成长，最后
通过自信自立赢得男士心仪的爱情电影。

《浪漫天降》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国产“小妞
电影”的又一典型作品。 （文 依）

以中国之名，命名湖海宇宙星辰
鉴真海岭、太白海渊、苏轼海

丘、郭守敬星、中华星……这些名
字，出现在地球最深处的海底，也出
现在宇宙遥远的星辰。

这些中国命名的山川湖海宇宙星
辰，有的是我国勘测的海底，有的是
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它们自被命名
时起，就同中国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

海底世界的中国名字

10 月 9 日，国家海洋局首次系统
性公开了我国勘测命名的 223 个海底
名字。这其中有39个已经获得国际核
准，另外新增的 124 个地名也将陆续
向国际权威机构申请核准。

记者在国家海洋局官网上查到了
这 124 个地名的信息，均标注了详细
的名称、位置、特征点坐标和命名理
由。比如斯翼海丘，位于东太平洋
CC 区 ， 坐 标 9° 28.43′ N， 154°

03.78′W，命名理由则是 《诗经·小
雅·斯干》 中的“如跂斯翼，如矢斯
棘”，指鸟的翅膀。而位于西北印度
洋洋中脊的卧蚕海脊，则因为俯视平
面形态似卧蚕，让人联想到4000多年
前中国已开始养蚕和利用蚕丝，因此
得名。

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底地理实体是海底可测量并可划分界
限的地貌单元，海底地名包含通名和
专名两部分。鉴于地理实体的命名权
通常归属于地理实体的主权所有者或
发现者，多年来，各国都在积极开展
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

数据显示，全球海域地名辞典中
有3862个地名，大部分被美国、英国
等传统海洋大国占据，如今中国元素
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
表示，从1991年到2010年，我国识别
了大量的海底实体，但在航次研究报
告中多数仅以代号来支撑，迫切需要
给其起名。也因此，我国从2010年正

式开展了国际海底区域地理实体命名
工作。

从此次公布的名字来看，我国对
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主要有 《诗
经》、地名、形状和人名四种方式。

以 《诗经》 为例，采杞平顶海山
就出自 《诗经·小雅·北山》里的“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而西陵海山则因其
位于谷陵海山群西部而得名；位于西
太平洋马尔库斯-威克海山区的蝴蝶
海山是因为俯视平面形态似蝴蝶翩翩
飞舞而得名；位于中太平洋的法显平
顶海山，顾名思义，是纪念法显和尚在
航海和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贡献。

宇宙里的中国小行星

作为目前唯一可以由发现者进行
命名的天体，小行星成为各国争着命
名的另一种实体。在浩瀚宇宙中，大约
有120颗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小行星。与
海底命名类似，这些名字分别源自中
国的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等。

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华星”和
“中国星”。1928年，在美国留学的天
文学家张钰哲发现了编号1125号的小
行星，并命名为“CHINA”，即“中
华”星，张钰哲也成为第一个发现小
行星的中国人。由于条件所限，没法
继续跟踪观测，直到 1957 年 10 月 30
日才发现这是疑似星体。经过多年、
多国的反复观测，确认这是两颗不同
星体。最终国际小行星中心决定，将
1957 年发现的称为“中华”，编号采
用1125号，1928年发现的那颗改名为

“中国”，编号3789。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当一颗小行

星正式获名之前，首先会有一个由发
现年份和两个字母组成的临时编号。
直到这颗小行星在至少 4 次回归中均
被观测并确定出运行轨道，才能得到
一个永久编号。发现者的命名权在
于，他可以赋予小行星一个与众不同
的名字放在永久编号之后。

以人名命名的小行星占到了多
数。如“郭守敬”“祖冲之”“钱学
森”“杨利伟”“周杰伦”“姚贝娜”
等。在以事件命名的小行星中，比较
知名的是“北京奥运星”和“汶川
星”。以地名命名的小行星数量也很
多，如“北京星”、“广东星”、“香港
星”、“澳门星”、“台湾星”、“高雄
星”等。

包公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那年，老包铡了不认
前妻的驸马陈士美，皇上怀恨，借个名儿把包公削职
为民。皇上还不解恨，把大太监和小太监召来，派他
俩盯梢，准备在包公的回乡路上进一步找茬。

时当六月暑天，包公出京城后上路没有多远，便
汗流浃背，又热又渴。可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只有一块瓜地。包公摘下个西瓜，用拳头砸开，就和老仆
人大口地吃起来。两个太监看在眼里，暗想：“君子‘瓜田
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包黑子偷瓜吃，还能算是清官吗？
逮他去见皇上！”却见包公掏出几个铜钱，放在瓜藤上，
抹抹嘴上路了。两个太监无奈地叹气。

又一天，包公栖息在小镇一家小客栈，两个太监
也跟进去。包公囊资不丰，就叫了素菜米饭。哪知这
客栈厨艺不佳，一碗里尽是稻壳；包公只得边吃边
拣，不一会儿桌子上就堆了不少。小太监对大太监
说：“糟蹋粮食遭雷打，捉他去，好为皇上出气！”却
见包公把谷粒一粒粒放在嘴里嗑去稻壳，吃了米粒，
一粒未废。两个太监只好大眼瞪小眼。

走着走着，快到淮河边上了，眼看包公就要到家了！
两个太监狗急跳墙，把包公推到一堆脏东西上。他们以
为包公准会到淮河里去洗手，两岸有人淘米洗菜，就安
他个玷污河水的罪名。哪知包公手弄脏后，走到河边，用
干净的左手掬水含到嘴里，离开水边，到坡上吐出水来
洗手。两个太监看着，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事一传出来，老百姓就说：奸不过太监，清不
过包公。

点评：
读了 《清不过包公》 故事，我们怎能不对包公肃

然起敬。包公无畏，皇帝的女婿犯了法也敢斩；包公
严于律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却没有干出一件出
格事。包公铁面无私，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爱民如子，
同时，他心底无私天地宽，打铁全靠自身硬。所以，
包公品德世代传颂，是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百篇》

“近年来在内地假借活佛、法王名
义，进行非法收徒、传法活动的现象
屡屡出现，有的冒充藏传佛教僧人，
打着弘法的旗号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甚至骗财骗色，社会上传言很多，负
面影响很大。”近日在北京召开的黄寺
论坛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负责
学生管理的老师格桑英年这样说。

在格桑英年看来，这种行为不仅
违背了佛教教义教规，而且不利于社
会和谐安定，他作为一名释迦牟尼佛
弟子，感到十分痛心。

格桑英年的话，得到了与会的藏
传佛教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众多响
应。大家纷纷对社会上出现的假活
佛、假僧人现象进行了抨击，认为各
种假活佛、假僧人招摇撞骗，严重损
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

活佛转世有法可依

那么，如何判断真假活佛呢？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一级经

师、西藏敏珠林寺拓然巴·扎西旺堆在
论坛上做了题为 《善辨真假，明晰修
法——论如何分辨真假活佛，弘扬佛
教正法》的发言。

扎西旺堆介绍说，在藏传佛教
中，历来活佛制度和认定方法特别严
格。一个真正的活佛，首先要有传
承。活佛传承和认定，都必须符合完
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要得到信
众的认可，同时，还需要得到政府的
批准，获颁相应的证书，才能被称为
真正的活佛。

事实上，活佛转世是有法可依
的。2007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为活
佛的认定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
第三条指出，活佛转世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
组织要求转世；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
至今；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系拟转世
活佛僧籍所在寺，并为依法登记的藏
传佛教活动场所，且具备培养和供养
转世活佛的能力。并规定，活佛转世
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转世活佛继
位时，由批准机关代表宣读批文，由相应的佛教协会颁发活佛证书。

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一些私自认定的“活佛”，网上也出现了
许多没有实名认证的所谓“活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鹏
说，这些假活佛欺骗了大众，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

假活佛造成恶劣影响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老师久美智华认为，虽然现在假活佛、
假僧人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造成的影响却十分恶劣，对于藏
传佛教的清净庄严带来了深远危害，不仅玷污了宗教，也影响了藏传
佛教的声誉，还影响了民族团结。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假活佛是怎样骗人的呢？
“现在出现的一些假活佛、假僧人，有的自称有特殊能力，有的不

守宗教戒律，还有的根本就不是僧人，却在社会上招摇撞骗、为非作
歹。”久美智华说，他自己就曾经遇到过自称是活佛但实际不是真正的
活佛的现象，也在微博、微信、互联网上看到过一些解惑答疑的所谓

“活佛妙语”，其中很多都是假冒活佛名义写的文章，这些都令他感到
不安。

“我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不法行为和现象依法加强管理，呼吁所有
关心和关注藏传佛教的个人、社会组织要肃清和谴责打着宗教旗号招
摇撞骗的分子，还藏传佛教以良好的声誉和形象。”格桑英年说。

普通大众也应提高甄别能力

佛教人士提高法律意识势在必行，普通大众提升甄别能力也不可
或缺。

“我们应该告诫人们在学习佛法时，不要盲目迷信和盲目崇拜‘活
佛’，也要告诉大家如何辨明真假，谨防被骗。”久美智华说。

扎西旺堆建议，要警惕那些骗财骗色的假活佛、假僧人。当普通
信众碰到一个自称是出家人或者自称是活佛的人时，先不要盲目去依
止，应该多打听、多了解，要多方了解这位上师的涵养如何、学问怎
样、有没有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和活佛证等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做
决定，以免上当受骗。

刘鹏介绍说，当下，西藏和四省藏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僧人到国内其他地方交流的机会很多，藏传佛教界人士可以很
方便地宣扬佛法，传播藏传佛教和文化。他们应以自己的学识和亲身
经历来做宣讲，这样可以让信众更多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活佛。

盛世修志。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地方志的编修在中国历史悠久，延绵不断。

2015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 《全国地方志事
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是全国地方志
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对未来几年全国各地如
何编修地方志、发展地方志事业提出了目标、
任务和保障措施。

地方志的魅力究竟何在，从而能够延续至
今？面对新的时代，地方志又需要在哪些方面
有所创新、有所开拓？

地方志为地方治理提供经验智慧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为地方治理提供经验和智慧，是地方志

“存史、育人、资政”重要作用的具体表现。
据统计，我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现存达

8500多种，10万多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 1/
10。而帮助地方长官“察国情”“别疆域”“记
风土”“量治情”“裨教化”就是地方志的具体
作用。

如今，中国已出版 7000 多部省、市、县三
级地方志书，2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等，为各
地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有据可查的参考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过去在地方任职期间就十分
重视地方志的作用。1985 年 6 月，即将任职厦
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通过同学向时任厦门市
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
的历史和民俗风情。

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
温州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
时，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
载，告诫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认清台风活动及其对浙江影响的规律，科学决
策，不断提高防台风抗台风和处置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编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料、与其他地方自古以
来交往的资料、历年气象灾害发生的资料、诗词歌赋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都为
各地的领导干部、普通民众和外来访问者了解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展示地域特
色和形象、做好应对突发事件与灾害的准备，提供了有益借鉴。

地方志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

如果说地方志对于地方治理、决策施政提供智慧支持是它实用价值的体
现，那么地方志丰富的素材、优美的文字，则体现了它丰富的文学价值。

一些著名的地方志，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本身就是传诵千载的

文学名著，甚至成为某个种类文学作品的开山
之作、代表作，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方法、语
体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水经注·江水》中，有一段话这样
描写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
阙处……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
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
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
谷传响，哀转久绝。后来，唐代著名诗人李白
在 《早发白帝城》 中写有“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万重山”，与《水经注》中的这段描写有异曲同
工之妙。

还有像陶渊明的 《读 〈山海经〉 十三首》
同样取材于《山海经》；现代著名作家萧军的长
篇巨著 《吴越春秋史话》，根据的材料也来自

“地方志鼻祖”《越绝书》 以及 《吴越春秋》
等。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 《白鹿原》 时，
对地方史志资料多所参考、借鉴，从几个县几
尺高的志、史中，抄、摘了30多万字的资料。

此外，地方志为一些诗文提供了有效的载
体，使一些弥足珍贵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比
如 《全唐诗》 是唐代诗歌总集，收集得比较全
面，但是唐诗研究者仍然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

《全唐诗》遗漏的作品。

地方志在当下需拓展形式

在浙江余杭的京杭大运河畔，两座具有明
清风格的老宅十分醒目。这里便是余杭当地的
方志馆。建筑面积达1287平方米的场馆，以余
杭历代丰富的地方志为史料基础，通过文字、

画面、多媒体影像以及实物展出等形式，表现余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秀丽
的自然山水风光和传承不绝的方志编修传统。其中以沙盘、雕塑为手段的场景
复制更是再现了南宋时期余杭临平镇人烟辐辏、商业兴盛的场景。

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地方志的形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贴近群众
需要，增强趣味性与可读性。而方志馆正是一种易于让人接受的形式。它将文
字的表述变得立体、生动，让人对一个地方某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状况能够一目
了然，甚至如同身临其境。北京、哈尔滨、南昌、常州……这些城市的方志馆
也都落成开张，为市民和外地访客提供直观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场所。另外，
方志的数字化，例如建立数字方志馆、加快地情信息网站建设等措施，也都有
利于地方志的广泛传播，提高地方志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地方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该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推介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推动方
志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这样说。

地 方 志 魅 力 何 在 ？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地方志古籍

方志馆里结合地方志内容设置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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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之名，命名湖海宇宙星辰
刘少华 谭思宇 刘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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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不过包公

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项目评审会在京举行

《浪漫天降》反映空姐婚恋生活

《浪漫天降》剧照《浪漫天降》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