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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保加利亚观众佩戴 VR 眼镜观看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全景照
片，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王 鹏摄

悬挂着“中正仁和”匾的养心殿正殿明
间、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慈禧太后垂帘听
政的东暖阁……日前，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
馆联手推出“走进养心殿”特展，深藏故宫养
心殿中的 268件珍贵文物首次走出紫禁城，“摆
驾”首都博物馆。

9日，记者在首博三层展区的“养心殿”看
到，正殿明间里，雍正手书的“中正仁和”匾
高挂居中，下方则是乾隆皇帝御笔屏风。“展厅
里的每一件陈设都严格遵从了养心殿的原样，
不同的是红墙被玻璃幕墙替代，观众可以近距
离欣赏。”策展人章文永介绍说。

在中正仁和殿两侧，东西暖阁、三希堂、
勤政亲贤殿、佛堂、随安室等依次排列。其
中，左手边的西暖阁隔出了一间小屋，便是鼎
鼎大名的三希堂，乾隆皇帝在这里赏宝；右手边
的东暖阁是皇帝休息和每年行开笔式的地方，慈
禧太后在这里垂帘听政。

“养心殿位于乾清宫西侧，始建于明嘉靖年
间，自清雍正帝后成为皇帝的寝宫，也是皇帝日
常政务活动的中心。”现场的讲解员介绍说，600
年来，养心殿里的文物从没出过紫禁城，很多空
间并未对外开放过。

如今，这些以前人们只能透过窗户玻璃看一
眼的地方，展露出真容。以三希堂为例，记者看

到，墙壁上的各式璧瓶斗艳，炕桌上摆放着两个
玉如意，格外引人注目。“三希堂是由西暖阁隔出
的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小屋，是乾隆帝的书房，也
是首次向世人开放。”讲解员介绍说，三希堂原名

“温室”，后因收藏了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
献之 《中秋帖》、王珣 《伯远帖》 三件稀世之珍，
故名“三希堂”。

三希堂对面的展柜里摆放有雍正帝给河南巡
抚田文镜的朱批复制品，上面清晰写着“朕就是
这样汉子”。“雍正在位13年间，批阅奏本近20万

件，朱批 1000 万字左右，平均每天要写 2000
字，其勤政程度可见一斑。”讲解员说。

展厅呈现的东暖阁里，薄纱垂下，一个紫
檀宝座端端正正地摆放在纱帘前。这是本次展
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只见椅背
玉雕的两条龙体格大小略有区别，一大一小，
扶手两边玉雕的龙也都是罕见的回头状。有人
猜测，这种造型是在暗示太后垂帘听政时，小皇
帝与太后之间的地位不同，所以体格大小不同。

东暖阁外的墙壁上还设有一块电子屏幕，
以微信对话的形式生动呈现了慈禧太后召见曾
国藩的场景，颇为有趣。“汝着江南事都办完
了？”“办完了。”“勇都撤完了？”“都撤完了。”

“遣散几多勇？”“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被一一投影出来，内

容则严格尊重史料记载。
为“接驾”养心殿中的 268 件“宝贝”，首博

不仅对养心殿进行了原貌陈列，在文物保护方面
也动足了脑筋。比如，收藏乾隆帝临元曹知白

《十八公图》卷的展柜下单独配备了新风系统，以
保持恒温恒湿的环境。“温度24摄氏度、湿度53%
左右是最佳保护状态。对那些不宜长时间暴露的
书画类展品，3个月左右就会进行更换。”章文永说。

据悉，此次“走进养心殿”特展将持续 5 个
月，采取预约方式，每日开放预约名额2600个。

10月 9日，在北
京巴沟山水园中，京
西稻文化研究会的工
作人员指导中关村第
三小学的学生割稻，
现场展示稻谷变成大
米的碾米过程，并在
稻田里品尝刚刚熬好
的新米粥。

图 为 在 活 动 现
场，小学生展示刚刚
割下的稻谷。

才 扬摄
（新华社发）

清朝“康乾盛世”的经济、文化、军功、版
图、民族团结，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佳境
界。这是宣南文化应运而生的大前提。具体而言，
宣南文化的内容甚多，可谓丰富，也可以说庞杂，下
面列举几项以探讨其文脉的走向。

寺庙文化。宣南既有唐朝皇帝敕建的悯忠寺 （法
源寺），辽南京的代表性建筑大清真寺、天宁寺塔，也
有民间自建的各种寺庙，仅关帝庙就有上千座，是北京
市寺庙最密集的地方，而且形成了各个教派和睦相处的好
传统。如果说继承和发展，这种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
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传统，今天确实得到了发扬光大。

图书文库。元大都已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清朝
“满汉分置”政策，把北京内城的文化精英统统迁往南
城，不啻为把文化中心搬到了南城。图书是跟着读书人走
的，北京的书市本来在内城的灯市口，此时也迁到了南
城。大学士纪晓岚是汉人，所以只能住在南城虎坊桥的阅
微草堂，他担任 《四库全书》 的总编纂官，手下 3000多位
编辑人员，连续工作十多年，才编写完成了这部万卷全书。
加之编纂《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万卷类书，都
需用大量原始资料，吸引国内许多书商从各地携带图书到南
城开店或摆摊销售。到光绪年间琉璃厂文化街已有200多家
书店，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书市。辛亥革命前后，内城和海淀
等郊区的现代学校兴起，读书人和书店集聚宣南的格局解体，
文人和图书向更大范围普及，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张友渔等人主持收集保护古旧书籍工作，在
琉璃厂文化街成立中国书店，至今仍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古旧图书文库。

会馆文化。北京历史上有 400多处会馆，大部分建于清朝，而且坐
落在宣南。会馆名义上是同乡会，大多由商业行会出资修建，全国各地
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的人士常住会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
洞、林则徐、龚自珍、鲁迅等封疆大吏和社会名流，曾住在会馆；康有
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居住的会馆，成了“戊戌变法”的
策源地；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会馆成了“信息
中心”，这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非常重要。交流信息，开阔视野，活跃
思想，促进变革，形成了独特的宣南会馆文化。

梨园之乡。四大徽班进京为清朝乾隆皇帝祝寿，演出后留下
了。他们汲取了昆曲、汉剧、皮黄、弋阳腔的优美曲调，移植了
姊妹艺术许多优秀剧目，在北京“高级戏迷”的百般挑剔、百年
挑剔中不断提高，精益求精，终于从一个地方剧种发展为京
剧、国剧。京剧科班和表演艺术家“四大须生”“四大名旦”
“四小名旦”都住在宣南，别的戏曲团体和艺人大多也住在

这里，共同构成了梨园之乡。要说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梅兰芳、萧长华等主办的戏曲院校，在这里培养了上千
名艺术人才，支援了全国戏曲事业。京剧是我们的国
粹、国宝，是京味文化的奇葩。京剧发展的历史，体
现了宣南文化的进取精神。

天桥游乐。天桥游艺场是民众乐园，是民
俗文艺集萃之地，侯宝林、新凤霞等著名艺
术家由此发轫。老天桥的“撂地”摔跤、

拉洋片看西洋景、席棚说唱、尘土暴
腾中的露天小吃，毕竟落后了。需

要改善环境，需要与时俱进。
（作者赵大年为著
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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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魅力北京”不落幕
李思源

细
说
宣
南
文
化

细
说
宣
南
文
化

细
说
宣
南
文
化

600年来首次“出宫” 原貌陈列整体“照搬”

268件养心殿文物“摆驾”首博
本报记者 赵鹏飞

600年来首次“出宫” 原貌陈列整体“照搬”

268件养心殿文物“摆驾”首博
本报记者 赵鹏飞

随着中国—中东欧“16+1”首都市长论坛
日前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圆满落幕，“魅力
北京”图片展和非遗展也在保加利亚民众的依
依不舍中结束了展演之旅。然而，就像索非
亚市市长凡德科娃女士所言，作为仅次于雅典
和罗马的欧洲最古老的首都之一，索非亚盼
望能与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在文化、旅
游等诸多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与合作，
接下来将商洽在索设立“中国文化中心”，让

“魅力北京”永不落幕。

【“我想去北京看看了”】

在索非亚国立文化宫里，游客络绎不
绝。“魅力北京”图片展设在二层，500 平方
米的空间布局大气，70 余幅反映北京风貌的
照片格外打眼。负责策展的北京唐影众线文
化传播公司首席执行官王鹏告诉笔者，此次
展览采取多种新形式和高科技手段，其中互
动性项目特别受观众追捧。例如裸眼 3D 视
图，活灵活现地将故宫的内廷正殿乾清宫内部视图、
中关村创意产业园区鸟瞰图以及“俏花旦”集体空竹
表演3幅精美的图片展示出来，表达出北京的庄重、发
达与活力。

再有，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观看者只需佩戴
VR眼镜，便如同亲身走进了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和皇
家园林颐和园中一般，映入眼帘的景色会随着观看者
面部朝向自动滚动式变换，给人一种置身其境的感
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游客高兴地对笔者说：“展览非
常精彩，不仅仅是观看图片，还可以体验很多视觉艺
术，留影拍照真是太棒了！我希望展览可以在我的家
乡举办一次，让更多人体会到我今天的感觉。”

观看展览的保加利亚姑娘伊莉莎说：“展览拉近了
城市之间的距离，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北京这样一

个遥远的大城市。这些图片让我更全面地认识了北
京，我想去北京看看了。”

【“非遗”“炫技”迷倒众人】

设在展厅入口处的4个“非遗”摊位无疑是场中的
一大亮点。4名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在各自的摊位前
忙碌着。来自北京百年老字号吴裕泰的茶艺师高萌现
场展示中华茶艺文化并邀请观众品尝“中国茶”；北京
市珐琅厂的手工艺师谢燕华向观众热情介绍着距今已
有6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这是
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被称为国宝

“京”粹；既是“燕京八绝”又属“四大名绣”之一的
京绣也亮相展示现场，北京剧装厂手工艺师石保中不

慌不忙地飞针走线，看呆了身边一众人
等；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守本先生
的铁华老师，现场展示精湛的内画鼻烟
壶技艺，引来周围啧啧赞叹，一名游客
把玩着一个画好的鼻烟壶爱不释手，最
终心满意足地收入囊中……

笔者注意到，一些外国友人对北京
的传统文化已经并不陌生，有的观众甚
至能用中文说出“景泰蓝”三个字。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现场“炫技”，无
疑加深了外国友人们对北京传统文化的
喜爱与追捧。

【北京发出明年邀约】

在中国—中东欧“16+1”首都市长论
坛上，一场备受关注的邀约向与会嘉宾发
出：2017 年 9 月下旬至“十一”国庆期间，
在北京园博园，将由中国文化部、北京
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戏曲嘉年华”活

动，其中还将特别邀请中东欧艺术家来华，参加此间举
办的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艺术嘉年华”活动。

据邀约发布方北京市文化局和丰台区政府透露，
届时，这场“戏曲嘉年华”将是在中国首都面向中国
人民乃至全球观众举办的大规模、高规格的中国戏曲
文化展示活动，包括戏曲演出、戏曲竞赛、戏曲动
漫、花车行进表演、互动体验等多个板块，汇聚中国
的戏曲名家，中国近200个戏曲剧种、几百个剧目都将
进京展演。而在此间举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
艺术嘉年华”，也将以民族歌舞展演、民俗及非遗展
示、美食、旅游及文化产品展示推介等多种活动形式
呈现，成为增进双方在人文艺术领域相互了解，推动
双方在经贸、文化等多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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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首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 （16+1） 首都市长论坛在保加利亚
首都索非亚举办。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德印出席论坛并致辞。

中东欧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重要区域，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自
2015年11月16+1首都市长论坛倡议首次
提出以来，北京市高度重视，主动与索
非亚市对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就将
这个重要倡议转化成了现实。此次论
坛，北京市组派了涉及政府、经贸、文
化各领域140余人的大型代表团，规模之
大、范围之广为北京国际交流史上少有。

本届论坛以“旅游与文化”为主
题，致力于实现各首都城市旅游、文化
资源的有效对接，为16＋1合作提供一个
新的重要平台。论坛上，16＋1首都城市
代表发表了 《共同宣言》，达成 10 项共
识，其中包括建立常设对话和定期交流
机制，就旅游、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和物流、农业和食品等共同关心的
优先议题进行探讨；支持 16＋1 民航合
作，通过共享游客方案推动16＋1首都城
市旅游；支持更多中东欧国家扩大在农
产品、食品和服务领域的贸易；继续并
深化16＋1首都城市文化对话等。

《共同宣言》确定，自本届索非亚论
坛起，16＋1 首都城市将轮流举办论坛，
不断深化合作。第二届论坛将在黑山首
都波德戈里察市举行。

杜德印在论坛上作了总结发言并提
出３点建议：一是把握时机，创新机
制，进一步挖掘16＋1首都城市合作潜力，为16＋1
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二是扩大共识，凝聚合力，从
经贸、旅游、文化、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入手，形成
16＋1大于17的效果；三是加强协调，增进了解，鼓
励部门之间、部门与企业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和
共享渠道，形成步调协调、通力合作的态势。

保加利亚总理波伊科·博里索夫说，举办中国—
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是他去年在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提出的建议，很高兴看到会议
在索非亚成功召开。希望会议能够促进中东欧和中
国首都城市之间，特别是保加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

少年割稻秋收忙

图为展厅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