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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清晨，城墙根下，戏
迷 们 哼 唱 着 小 曲 儿 ； 中
午，西安博物院里，观众
安静地参观；深夜，书灯
前，作家奋笔创作……在
西安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
市里，文化浸润着千千万
万的人，滋养着古城缤纷
的每一天。

本版从历史文化、丝
路文化、红色文化、当代
文化、生态文化等角度，
讲 述 12 位 人 物 的 西 安 故
事，勾勒西安繁盛的当代
文化图景。

难忘夜景繁华

在西安工作生活了 30 年，令
作家陈彦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关于
文学的夜晚。“年轻的时候，我初
到长安，每每能被那种繁华折腾
得大半夜不安歇。与文友相聚，
谈文学，也常到回民坊、东新街
夜市上吃烤肉。”陈彦说。他记
得，有一次半夜回来，发现单位
大门早已上锁，就不得不越过高
高的铁门翻墙进去，被看门老汉
发现，呲了一顿。

现在的他不太吃夜宵了，尽
管也在子时读读书，写点东西西，，
但他如今已不敢熬夜到太晚但他如今已不敢熬夜到太晚。“。“长长
辈 总 是 喜 欢 把 年 轻 人 早 早 摁 上辈 总 是 喜 欢 把 年 轻 人 早 早 摁 上
床床，，才睡着踏实才睡着踏实，，那其实是对那其实是对自自
己好动青春的失忆和健忘己好动青春的失忆和健忘。。我在我在
长安子时交朋长安子时交朋、、会友会友、、吃喝吃喝、、读书读书、、
写作几十年写作几十年，，离开至今离开至今，，梦中还是梦中还是
夜长安的景象居多夜长安的景象居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晚 上 总 需 有 诸 多 神 经 末 梢 抖 动晚 上 总 需 有 诸 多 神 经 末 梢 抖 动
着着，，要不然就没生气要不然就没生气。”。”

创作文物漫画

凌晨时分，赵震伏首案
前，开始了创作：一组用漫画
秦俑来表现竹简的历史与制作
流程。今天，他画的是其中的

“书写”部分。“一般竹简书写
在竹里一面，称为‘笨’，也称蔑
黄。每根简写的字数不一，有
的三四十个字，有的只写几个
字。”赵震说，别看一幅漫画尺
寸不大，通常需要花费一个小
时甚至更多，这还不包括前期
查阅资料的时间。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做文
物摄影师 20 多年了，赵震工
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他的文物漫画最近还获得了

“第二届陕西历史文化动漫游
戏大赛”一等奖。“创作文物
漫画，是文物摄影工作的深化
和转化。希望用这种方式，向
更多人提供轻松的文物信息和
历史知识。”

传承红色文化

本是一天中最疲乏的时
刻，俞孟红和影片 《天之阳》

（暂定名） 的编剧却依然铆足
干劲、打起精神研讨剧本创
作。他们又将度过一个不眠
之夜，直到迎来东方既白。
这部主旋律影片以“毛泽东
思想的形成”为主线，献礼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 年 ，
计划下半年开拍。“我们发扬
西影精益求精的优良创作传
统，秉持一颗‘匠心’，查阅
翔实史料，深入延安采风，
努力创作一部革命历史题材
的电影力作。”俞孟红说。

他介绍，西部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还将加快创作抗疫题材
电影 《爱的出口》，加快推进
反映一带一路、西迁精神、秦
岭及黄河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题
材策划，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陕西故事。

唱戏成为一景

和着清晨的微风和欢快的鸟
鸣，阎建滨又来到环城公园晨练并
和戏迷交流。他说，自从上世纪从上世纪
8080 年代西安古城墙和护城河中间年代西安古城墙和护城河中间
建了环城公园建了环城公园，，老百姓就在这里健老百姓就在这里健
身身、、跳舞跳舞、、唱歌唱歌、、唱戏唱戏，，逐渐成为逐渐成为
西安一景西安一景。。很多戏迷组成了很多戏迷组成了““自乐自乐
班班”，”，中老年人居多中老年人居多，，都很都很痴迷戏
曲。虽然没有扮相、没有服装，但
是配上敲梆子的，大家都兴致勃
勃，轮流上场，尽自己所能演唱一些
经典选段。生、旦、净、末、丑，各个
行当齐全，不仅唱秦腔，还唱豫剧、
京剧等，也有不少人围观欣赏。“陕
西广播电视台《大秦腔》栏目办了好
几届‘十大票友’评选，我去当过几
次评委。戏迷们现场对决，唱得好
的大有人在！”他说。

“秦腔叫‘吼’不叫‘唱’。”
阎建滨格外强调戏曲千百年来对这
一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高台教化作
用，“就是演古人，学贤人，做好人。”

喜欢中国文化

旭日东升，上课铃声响起，
来自安提瓜与巴布达的肖玛丽走
进教室。这堂课是《中国哲学经
典导读》，讲的是老子。“老子认为
世界上的事物相互依存，比如美
丑、善恶、有无、长短、难易，有美
才可以有丑，有难才可以有易。”
当老师解释老子思想时，肖玛丽
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了。

肖玛丽很喜欢老子思想，喜
欢中国文化。她对中国文化的兴
趣是从和爸爸一起看中国电影
开始的。2016年，她来到西安交
通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来之前，我不知道西安的名字
和地理方位。到了之后最初的
印象是古代建筑多，城墙、大雁
塔、钟鼓楼，每个建筑都有一段
悠久的历史。”肖玛丽说。在西
安待了 4 年，肖玛丽见证了这座
城市的快速发展，并喜欢上这里
的一切，在她眼里“西安最中国”！

32 国、8 万多里。这是肖云儒
自 2014 年以来，以近八旬高龄，三
度重走丝绸之路留下的足迹。

回想起第一次重走丝绸之路，
肖云儒始终记得 2014 年的一个夏
天。上午9点，他跟随丝绸之路万
里行车队共 15 辆越野车，从乌兹
别克斯坦古城布哈拉出发，开往
600公里外的库努斯。由于汽油耗
尽，车队瘫痪在克勒孜库姆大沙漠
南沿。10 点，车队以中、俄、英
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两
小时就反馈回来办法和联系方式。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也打来
卫星电话慰问，告知已联系当地政
府。那天，大家在一个简易旅社过
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车队派加油车从首都塔什干
赶到。车队加完油，阳光灿烂。

“不走进丝路，你真的不知道
古今丝路有着这样的温度，丝路千
古情未了！这个情，是民心相通、文
化交融的基础。”肖云儒说。“丝绸之
路”贯连世界，而世界如此温暖。

市民在城墙根下晨练 图片来自曲江新区微信公号 西安博物院展出的侍女俑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市民在曲江书城内阅读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不倒翁小姐姐不倒翁小姐姐””演出演出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丝路连接世界丝路连接世界

感受大唐之美

人物：陈彦 （作家、编剧）

人物：赵震 （文物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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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俞孟红（西影集团总
经理助理）

人物：阎建滨 （戏曲
研究学者）

人物：肖玛丽 （西安交
大留学生）

人物：肖云儒 （文化学者）

讲解文明之源

“古代西安，俗称长安，有
着 3000 多年建城史，是华夏民
族和中华文明孕育的主要发祥
地。”时间已近中午，王锋钧顾
不上吃饭和休息，还在给远道
而来的一批观众讲解西安的文
明之源。观众们边听边点头，
有的用笔记录，有的则用手机
拍下展品的照片。

王锋钧认为，西安作为周
秦汉唐时期中华文化的代表，
在 世 界 四 大 文 明 古 国 的 国 都
中，是存续时间最久、对人类
文明进步贡献最多的古都。他
说：“在中华文化孕育、成长到
昌盛的发展过程中，长安养育
了无数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
在文学、史学、政治体制、经
济模式、文教艺术、哲学、宗
教、节俗等传统文化领域，长
安都有其孕育的源头、传承的
脉络和不朽的成就。”

人物：王锋钧（西安博物
院副院长）

呵护大美秦岭

午后，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跋
涉，许娟娜和同事终于登上山，
开始更换布设在山上的红外相机
内存卡和电池。“红外相机一般会
布设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
核心区、原始森林，这样才能拍
到更多动物的身影。”这是许娟娜
的一次常规巡护。每月，这样的
常规巡护路线有两三条，还有更
频密的稽查巡护路线和责任区巡
护路线。

许娟娜是陕西周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小王涧保护站巡
护员。8年来，她一直坚守在一线
保护站。一万多公顷的辖区里，
遍布她的足迹：从入户宣传、常
规巡护、执法办案，到野外监
测、社区调查、森林防火……她
从每一项基础工作做起，悉心呵
护大美秦岭。今年，许娟娜还获
得了“西安青年五四之星”称号。

人物：许娟娜 （自然保
护区巡护员）

重温诗圣名篇

下 午 ， 李 非 来 到 长 安 杜 公
祠，这是他此次西安行的最后一
站。“上学的时候学过不少杜甫的
诗，这次来西安，得知杜甫曾在这
里居住多年，写下不少中国诗歌史
上的名篇，便想去参观一下。”

穿 过 仿 唐 代 砖 木 结 构 的 山
门，李非来到院内参观。在展厅
里，他详细了解了杜甫的生平；
在碑廊中，他重温了一首首曾经
学过的唐诗。走着走着，一件珍
贵的文物吸引了李非的目光——
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手书《俯太中
严公九日南山寺》石碑的墨拓本。

“据介绍，这是现存唯一的杜甫墨
宝，这次真是大饱眼福。”他说。

离开的时候，李非发了个朋
友圈：“我在长安韦曲镇东南的少
陵塬畔，就是‘少陵野老’的

‘少陵’。长安行最后一站，离诗
圣最近的地方。”

人物：李非 （游客）

常去曲江书城

张盈喜欢逛书店，她最常去
的是大唐芙蓉园南边的曲江书
城。对张盈来说，逛书店未必意
味着要去买书，“进得书店，去
看看那林林总总、色彩斑斓的书
籍，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在曲江书城二楼，巨大的书
架分隔出一个椭圆的空间，名为

“文化讲堂”，不少文化活动会在
这里举办。这天傍晚，她在这里
巧遇了一场讲座直播活动。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何宏，正
和现场以及线上的读者分享千年
前神秘的“地下兵团”往事。

张盈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
历史是她的专业，而文学则是她
的爱好。在曲江书城，她还遇到
过好几位作家：马伯庸、大冰、
张嘉佳，甚至贾平凹。“有时候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外面的世
界，身边的曲江书城却为我打开
了看世界的一扇窗。”张盈说。

人物：张盈 （中学历史
老师）

创排重点剧目

“钟楼的钟声响着，易俗社
的秦腔吼着，西安的心脏就在跳
着！”每晚华灯初上时分通常是
易俗社鸣锣开演的时候。今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演出虽然还
没有恢复，但是演员们的工作一
直没有停止过。

“疫情期间，我们一方面坚
持复排传统折子戏和经典剧目，
另一方面也想尽办法推进新剧目
的创排。”惠敏莉说。

易俗社去年创作的历史剧
《李白长安行》 受到好评，此
次进行全面升级和打磨，将在
大幕重启后，呈现更为完美的
舞台效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根据同名京剧
创排的 2020 年陕西省重点创作
计划剧目 《党的女儿》 大型秦
腔现代戏，不久前进行内部彩
排，很快将登台与观众见面。

人物：惠敏莉 （易俗社
社长）

夜晚，西安灯火璀璨，“不
倒翁小姐姐”准时出现在大唐不
夜城的演出场地。她身着唐朝服
饰，手执绢扇，随音乐曼妙舞
动。观众中，不仅有西安当地
人，也有不少来自外地的“粉
丝”，还有小朋友穿着汉服前
来 观 看 。 20 分 钟 的 演 出 里 ，

“不倒翁小姐姐”不时向大家
挥手、比心。充满亲和力的互
动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不倒翁演出本身是个行为
艺术。近距离的互动，能让观众
感受到大唐之美，有一种穿越大
唐的感觉。”“不倒翁小姐姐”的
扮演者冯佳晨介绍说，不止她个
人的演出，整个大唐不夜城都在
尝试把唐文化与现代潮流结合，
让历史悠久的文化以现代的方式
呈现出来，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本版制图：潘旭涛）

人物：“不倒翁小姐
姐”（网络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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