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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政治家，他经常会把文学作品里
看似儿女情长的表达提升到比喻时代风云和远
大抱负的境界。比如他将鲁迅诗句“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解读为怒对敌人、
情系人民；比如他拿《红楼梦》里林黛玉描述
家庭纷争的“东风压倒西方”说，用来比喻当
代国际形势的变幻。但毛泽东并非只是看重

“大我”而不顾“小我”，他经常会反复阅读某
些文学经典，并深切体会作者创作时的心境，
考察作者的处境，感悟其写作时的心理和情感
状态。其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他抑制
悲痛的同时，又想起并读出了庾信的 《枯树
赋》寄托哀思。直到晚年，《枯树赋》都是他时
常要拿来阅读的作品。其情其景，令人遐想，
让人感慨。

就阅读而言，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与作品的作
者深入交流、对话的读者，用今天的话说，他的
文学阅读是一种走心阅读。他的博闻强记既来自
博览群书的积累，也因为他常常能够更深刻地体
察创作者的心理、情感、处境、动机。比如，
1975年7月14日晚上，毛泽东在患有严重白内
障的情形下，听古典文学方面的助手芦荻连续读
了两遍东汉诗人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评论
说，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
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 （指刘

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
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
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
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骋力”，干
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
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
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
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
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
高多了。

毛泽东对诗意的解读可谓深远。在讨论王粲
的“穷”也要兼济天下时，毛泽东还联想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人中关于入世、避
世、出世的话题，并且直指问题的核心。他说，
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
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
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
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
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

毛泽东对陶渊明的这一番评价，让人想起鲁
迅。鲁迅对后人把陶渊明看成是“‘田园诗
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另有看法，认
为陶渊明事实上仍然关心时政，关心世事，并进
而指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

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
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
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
忘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同毛泽东的看法十分相近。

毛泽东在与芦荻的谈话中，对王粲赋里表达
的思念故乡的感情十分认同，并且联系到了自己
的诗歌创作。他谈道，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
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
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
山》，就是想起了32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
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
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
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
的思想。

感情之纤细，诗意之真切，令人读来动容。
毛泽东还背诵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 《安定城
楼》，并说，这也是个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
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
赋》的典，值得一读。由此一点，也可知毛泽东
在诗歌欣赏上的某种审美观点。一首诗读出好几
层含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因为走心，所
以才能够读出特别的美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走心的阅读才叫读书
——《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六）

阎晶明

描摹当代新疆维吾尔乡土社会的《渡过塔里木河的船》、记录独
龙族生活巨变的《独龙江》、讲述非遗存续生态轨迹的《一个人的剧
团》……在北京部分高校、国家图书馆等展映的50部中国民族志纪
录片，以影音文献的形式，高质量展示了中华各民族走进新时代的社
会生活，深层次呈现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变迁。

10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
片学术展在北京举行。学术展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

“共同体”为征稿与展映主题，征集到来自全国609部投稿作品，并评
选出包括主展映、乡村（社区）影像、非遗影像、学生、短视频、实验影
像六个单元的63部优秀民族志纪录片作品。

“近年来中国民族博物馆立足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工
作职能，多措并举，利用博物馆传播特点与优势，积极发挥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职责作用。”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书记、
馆长顾群表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立足主
责主业，提高博物馆公共服务多样化、个性化水平，坚持开放共享、协
同创新、跨界合作，多措并举拓宽和盘活博物馆收藏与展示方式，以
实现博物馆教育目标的创新手段，提升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纪录片以现实生活为对象，其中的社会情景、人物对象，反映的
文化现象真实传递出可信、完整、立体的信息与情感，这使得民族志
纪录片成为见证历史的影音文献，具有深层次、沉浸式观察视角，细
腻展现文化现象、社会场景和人物情感的变化。

在本届学术展中，《传灯》荣获传播奖，《小新》荣获学生单元优秀
奖，《狼来了》荣获乡村（社区）影像单元优秀奖、《一个人的剧团》荣获
非遗影像单元优秀奖，《渡过塔里木河的船》《幸孕旅馆》《独龙江》则
获得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永久收藏奖金奖、银奖、铜奖。
张江华、王召武则代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创作
者们获得“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终身成就奖”。

当今民族志纪录片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纪录片工作者们
的探索与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改变旧中国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
的状况，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搜集和积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必
需的资料，为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参考，中央政府坚持科学理论
和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原则，先后组织“民族识别”和“全国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工作。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就是
为了配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抢救和记录即将消失的民
族文化习俗，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机构，选取全国16个
少数民族摄制而成的16部纪录片。拍摄工作从1957年至1976年，
历时近20年，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中国西藏、新疆、黑龙江、云南、四
川、海南岛等最偏远的地区。在那个交通极度不便利、物质条件匮乏、
摄影设备更是简陋的艰苦年代，摄制组工作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但
他们凭着对民族工作的赤诚之心，对摄影工作的勤恳与执着，记录下
来了新中国成立后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开创了中国民族志
纪录片实践的先河，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主办方
介绍，“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终身成就奖”就是向参与这项神圣
工作的专家学者、摄制工作者、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参与拍摄活动中
的成百上千的各少数民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于2015年发起举办，每两年举办一
届。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表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自创
办以来，始终秉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宗旨，坚持搭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收藏、
展示、研究、交流的权威平台；关注传统与现代轮替，呈现文化与生态变迁，传承中华各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影视人类学和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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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 的重
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如今，它
已经成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最
具活力的词汇之一。“一带一路”已不是单纯
的地理和经贸概念，而是沿线各国人民继往
开来、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
福路、光明路。正如在一首题为 《路的呼
唤》 的歌里所唱的：有一条路在呼唤，带着
心穿越万水千山，千丝万缕一脉相传，注定
了你我相见的今天。这一条路在呼唤，每颗
心都是远洋的船，梦早已把船舱装满，爱是
我们共同的家园……

国与国之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基础在民心，而民心相通的前提是相互
了解和信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北京大学
诗歌研究院、外国语学院和作家出版社共同决
定编选、翻译和出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经典诗歌文库》，因为诗歌是“言志”和“抒
情”最直接、最生动、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
最能反映大众心理、时代气息和社会风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是沟
通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文明古国，在历
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灿烂文化，
是人类文明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文明古国大
都有丰厚的诗歌资源，尤其是经典诗歌，凝聚
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各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经贸往来，既相互交融又相互促进，可
以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使优秀文化
共享成为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有力支撑。应充
分发掘它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它们的古老文
明在当代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使“文库”成为
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文化符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多种多样的语
言，其中不乏非通用的“小语种”，我国在这方
面的人才储备相对稀缺，学科建设相对薄弱；
长期以来，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缺乏系统性
的译介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库”的出
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不仅能使我们了解这
些国家的诗歌，也使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
究有了新的生长点。

编选和翻译“文库”的难度是可想而知
的。一是规模庞大，国家众多；二是情况不
明，对有些国家的诗歌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
甚少，国内几乎从未译介过；三是语言繁多，
有时只能借助英语或其他通用语言。但是我们

有信心做好“文库”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因为
我们有译者队伍和编辑力量作保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国内外国语言文学
界人才荟萃之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传统源远
流长，拥有一批卓有成就的资深翻译家和崭露
头角的青年才俊，能胜任“文库”的大部分翻
译工作。至于一些北大没有的“小语种”国
家，如某些中东欧国家，我们邀请了中国社科
院外文所和兄弟院校的专家承担了相应的翻译
工作。

有好的翻译，还要有好的编辑。承担“文
库”编辑出版任务的作家出版社是国家级大型
文学出版社，60多年来出版了大量高品质的文
学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

“文库”的第一批 23 卷已于 2019 年面
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今年 9 月 14
日，在第 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作家馆的
开馆仪式上，作家出版社又和译者举行了第
二批译作的签约仪式。我们一定不负众望，
齐心协力、精益求精，做好“文库”的翻译
出版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力所能
及的贡献。

（作者系翻译家、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
学系教授）

齐心协力 精益求精
——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翻译出版

赵振江

10月28日，由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沿
黄九省 （区）文化和旅游厅为指导单位，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课题组主办的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调研阶段性成果内部研讨会顺利召
开。会议邀请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部分沿
黄省 （区）文旅厅、北京市相关领导，文旅专
家学者、高校教师、企业、协会、社会组织代
表参会。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部分领导专家
以线上视频形式发言，共同探讨诠释黄河文化
内涵与时代风貌。

生态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的
重大原则。课题组自三江源启程，至东营入
海，深入探访九省区黄河全线及白河、渭河、
汾河、伊洛河等主要支流，进一步加深了对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这一基础性工程的理解。

课题组认为，作为黄河文化承载实体的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根据国土三调数据
显示，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草地、湿地和林
地面积广泛、比重很高，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
失与汛期黄河下游河水泛滥也为各省区的发展
带来隐患。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二者应当一体同步推进。

如何平衡黄河文旅发展与生态屏障功能之
间的关系，如何切实将文旅发展与黄河沿岸人
民生活的幸福程度相联系？课题组表示，生态
条件的持续变化与碳中和国家生态战略将对文
旅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与
碳中和战略并非毫不相关，恰恰相反的是，交

通产生的碳排放与酒店的水电能耗始终处于较
高水平，同时沿黄九省区的文化产业结构当中
文化制造业的占比较高，向在减碳固碳方面制
定详细路径并有效执行的文旅企业给予奖励和
支持，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领域响应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黄河：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课题组认为，回答黄河文化“有什么”比
回答文化“是什么”更重要。调研结果显示，
黄河干流流经的 9 省 （区） 148 个县 （市、
区）当中蕴藏了巨量的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世
界文化遗产4处 （国内38项）、世界自然遗产
2 处 （国内 14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2 处。
也包括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近320处，省级文保
单位 1100 余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共 29处，中国传统村落 224 处。黄河干
流流经县区共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
300名，有 8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占全
国的1/5。

课题组表示，濒危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仍需下大工夫。就此问题，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表示，经文
化和旅游部认定，全黄河流域内的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共9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
920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 826 名。
李晓松透露，下一步将继续开展黄河流域非遗
专项调查，遴选涉及文明发源、文化发祥的项
目进行重点保护，同时进一步做好文化生态保
护区认定与评估。

黄河孕育流淌出华夏文明的万千气象，由
此凝聚的黄河文化是千百年来在各沿黄省区生
活的居民生产生活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之和。

“黄河文化无论就时间说还是就空间说都应该
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全流域与分河段的统一
和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统一。”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范
鹏表示。

幸福黄河：全流域、跨区域协作，
奏响新时代黄河交响曲

上下游，左右岸如何做好跨流域、跨部门
的协同交流？流动的黄河文化如何跨越行政区
划边界？

课题组认为，高效推动黄河文化保护传
承，首先要建立能够协调跨区域、跨部门文旅
问题的工作机制，由上至下促进规划对接、战
略协同、专题合作和市场联系；其次是强化沿
黄城市之间的联系，例如乌海和石嘴山、吕梁
和榆林等跨省城市的合作；最后是推动世界各
国之间举行大江大河对话活动，助力文明互鉴。

就此问题，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
史部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教授，北京观恒文化
发展研究院院长祁述裕表示，文化资源一定是
跨行政区划的，随着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理
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未来以文化资源积聚、产
业分工、重大事件、都市合作等不同模式展开
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将有新的探索空间。

（祁吟墨 孙巍）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正当其时

以“书”为纽带，以“晒”为主题，邀
请市民不仅晒自己喜欢的书，晒有格调的书
房，同时晒有意思的读书生活，晒精彩的读
书故事……以雅致而自由的姿态，展示作为
一名普通读者的阅读印记、阅读体验、阅读
感悟，形成一个年度性的读书社区，以此不
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持续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激发市民的阅读热情，推进宁波“书香
之城”建设。10月31日下午，2021“书香
宁波日”首届晒书会活动在奉化溪口举行。

在溪口三味书局，一方蓝色的阅读空间悬
挂飘浮着的白色书页纷飞飘逸，极具美感和意
境。墙上张贴了50名资深读者研读推荐的50本
书籍的阅读感想，通过这种图文的无声互动，引
导市民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不曾远游，可窥世
界，这是爱书之人对书房最执着的情怀。

活动现场陈列展示了承办方精心收集的
50个各具特色的最美书房小视频，这些独
具匠心的书房或古朴雅致、或现代前卫、或
温馨治愈、或惬意舒适，带给书友们阅读的
乐趣和美的享受。一场阅读与音乐交融的书

友沙龙活动，优雅的大提琴独奏，悠扬婉转的
箫合奏，韵味十足的唐诗联诵，以及展现宁波
奉化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的诗歌朗诵等节目，
通过表演嘉宾的精心演绎，带给观众沉浸式的
阅读体验，将全民阅读活动一次次推向高潮。

据悉，宁波是浙江省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促
进全民阅读的城市。去年4月1日，《宁波市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条例》
规定每年4月为宁波读书月，每年10月31日
为书香宁波日。一年多以来，宁波把推进全民
阅读作为“书香宁波”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
抓手，通过世界读书日、书香宁波日、浙江书
展、宁波文学周等活动和载体，积极引导广大
市民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
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文化宁波搭台，为书藏古今呐喊。

今年书香宁波日系列活动继续以“在宁
波，读出美好生活”为主题，以全市联动、社
会融合为基点，通过论坛、讲座、展览、绘本
阅读、读书沙龙等 110 余项阅读推广活动，
打造宁波“书香之城”的年度阅读盛典。

晒书房 荐书籍 共阅读
——2021“书香宁波日”首届晒书会见闻

本报记者 鲍蔓华

《我在考古现场》 展现了作
者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地考察经
历，如亲历青海都兰吐蕃墓的发
掘，对海底沉船“黑石号”的探
秘等等。作者还分享了自己深入
中亚腹地 （伊朗、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的精彩旅
程，现实与历史虽然相隔遥远，
却未必毫无联系，历史文化藕断
丝连地顽强延续，一路考察，仿
佛在现实与梦境中穿梭。其实，

考古读的也是书，是地下遗迹这本
没有文字的书。读通常的书，要先
学会认字；而读地下的书，则要先
懂得发掘，懂得如何寻找和获得这
本书。 （谢颖）

《我在考古现场》：展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地考察经历

作家王金铃创作的咏颂北京
冬奥会佳篇力作——《冬奥赋》
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王
金铃曾为 2008 年第二十九届北
京奥运会创作《奥运赋》，《冬奥
赋》秉承《奥运赋》传统赋文体
的撰写原则，总揽中外寒域先民
所创使冰用雪的悠久历史，以及
人类开展冰雪运动的历程；全方

位、立体化诠释了冬运之渊源，冬
季奥运的途舛而偶成的百年史；凸
显了中华民族悠邈卓拔、罕有其
匹的万年冰雪术业，以及历朝历
代 所 开 展 的 冰 雪 运 动 的 典 型 史
例；阐述了北京首创一城双奥的
重大意义，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
的历史尊望等。

（张丽）

《冬奥赋》：咏颂北京冬奥会

更正：10 月 30 日 6 版 《京城
“追剧”记》 中“他与老师杨和昌
先生”应为“他与老师杨昌济先
生”。编辑疏漏，特此致歉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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