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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约上三五好友一睹期待已久的音

乐文物特展，周末带孩子沉浸式体验
一次“文物保护记”，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美术馆寻美之旅……近几年，看展
式社交蔚然成风，“到博物馆去”成为
无年龄、职业、爱好、生活方式之分
的社会新风尚。

城市文化的地域性表达

一个好的博物馆，一个有影响的
展览，是城市文化的刻度，也是一代
人的心灵印记。

天津博物馆立足中西合璧、古今
兼容的独特城市文化风貌，以中国古
代文化艺术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尽显
民族文脉。今年春节以来，天津博物
馆接连推出“再现高峰——馆藏宋元
时期文物精品特展”，又紧锣密鼓策划
小而精的“桃源何处——馆藏仇英
《桃源仙境图》特展”，《雪景寒林图》
《桃源仙境图》等珍贵“家底儿”的亮
相，讲述如何从城市精神文化品格中
汲取能量，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千里迢
迢来看展，让更多人愿为一个展赴
一座城。以陈列展览为抓手，天津博
物馆以深厚的人文积淀、无可比拟的
文化内涵优势，赋予了天津这座城市
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

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推
动下，博物馆逐渐呈现出内涵式发展、
本土化融合和地域性表达等趋势，梳理
国家文化记忆，溯源城市文脉，在给予
民众精神享受和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
引发更多关于文物内涵、城市文化、身
份认同等广泛的公众性思考，发挥出强
大的内生动力。

社会参与的外延性拓展

支撑博物馆向内而生蓬勃发展，最
终是要落脚到扎实的学术研究上，但单
靠博物馆内部“愚公移山”般的研究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破圈”借力，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学术研究，弥补自身薄
弱环节，故宫博物院面向社会进行课题
项目研究就是很好的范例。

“开放课题”计划始于2021年，短
短40天内共收到来自高校、社会科学
院与科学院系统，以及博物馆、图书
馆、档案馆系统和其他科研机构的项
目申请书227份。最终入选的41项课
题，包含了古藏文与古蒙古文等少数

民族古文字研究等“冷门绝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清内殿
古物陈设账》的整理与研究等“海外遗珠”，以及康雍乾时期宫廷锭子药考
证及传统工艺复原研究等“存世珍宝”，体现了专业精深、材料新颖、理论
总结、应用转化、文化传播等特点。通过社会参与，发动社会力量从不同学
科背景与关注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挖掘阐释博物馆的多重价值。

置身一座13米长的体感交互“知音墙”，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随着历
史前进的步伐，随手触摸墙面，九种青铜乐钟图像就展现在眼前，在时间的
洪流中闪闪发光。这是天津博物馆内“声动千年”──中国古代音乐文物特展
中的一幕，借助天津美术学院数字研发技术，联合打造了一座由中国古代乐器
构成的“元宇宙”，以丰富的视觉审美、多元的感官体验和有趣的互动形式，增
进了观众对古代乐器的了解，让“千年文物”散发勃勃生机。社会参与不仅是强
健博物馆内生力量的外部帮手，也连接博物馆与公众双向奔赴的桥梁。第四届
天津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广泛吸纳社会参与，“板凳上的博物馆”“美术馆
大思政课”等让“殿堂”变成“学堂”，博物馆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和文物，真正成
为城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城市活力与文化复兴

“邂逅·天津”创意城市艺术计划继“戏剧盲盒”之后，再次打开“艺
术盲盒”，与天津博物馆联合推出《色·境》艺术盲盒系列之——先锋舞蹈
剧场。剧场灯暗下，追光灯亮起，唐人摹写王羲之草书《寒切帖》在舞者的
演绎下，舞台为纸，舞者为笔，一步一法，恰似一笔一墨，水墨穿行间，绘
成一卷“行动的书法”。

国际博协公布的博物馆最新定义，突出向公众开放，强调可及性、包容
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
提供多种体验，博物馆在彰显城市精神文化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当下，人
们在博物馆中不只是看展品、听讲解，通过影像“打卡”，更收获了基于城
市文化和现代生活为一体的体验感与氛围感，折射出博物馆更开放更包容的
姿态，彰显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以审美体验和文化品位
激发了城市的现代活力。

文化生态的变化，也引发了文化复兴的新浪潮。由民间自发的以年轻人
为主力的文化复兴，涉猎了包括传统节日、古风流行音乐、新式汉服、古风
舞蹈、传统美食、书法绘画、历史、建筑、家居、茶艺、武术等方面。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从排斥、老土、无
感，到吸引、拥抱、追求，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文化
一起站到了时代前列。在这浪潮之下，博物馆必将乘势而为，以更智慧的管
理服务、更开放的社会联动、更广博的开放姿态，融入城市文化生态，迎八
方来客，展文化精彩。

让
城
市
可
听
可
看
可
感
知

卢
永
琇

我对矿工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因为
父亲做过20年矿工。1975年10月，生
产队组织完秋收后，正在抢种冬小麦，
29岁的父亲跟着一群青壮年男社员在忙
着担大粪。走在田埂的时候，他隐约觉
得田边的大路上有人一直在看自己，回
到大路上发现是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
人。父亲问他是否有事找自己，这才知
道对方是村旁丁家山锑矿队的副矿长，
名叫陈伦先，偶尔从村子旁边经过，已
注意到父亲好几次了。

陈伦先问父亲愿不愿意去锑矿队给
工人做饭？由于曾祖父、祖父都是厨
师，厨艺远近闻名，父亲的厨艺当然也
不差。显然，陈伦先副矿长事先是作了
一些了解的。父亲沉思了一下，回答说
愿意。于是陈伦先找到生产队长，生产
队长说父亲是壮劳力，去矿山做饭就少
一人干农活，作为农民每天的工分不能
少，需要交钱顶替，否则生产队分粮的
时候就没有资格。当时的工分是每天3
毛钱，父亲去矿山做饭，就需要一个月
给生产队交9块钱的工分钱，在那个年
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锑矿队最后与
生产队达成的协议是，每个月给父亲工
资 11 块钱，其中 9 块钱交给生产队，
余下2块钱父亲自己留用。

父亲后来说，虽然自己能留下的工
资很少，但总比一分钱没有强。于是他
就走上了为矿山 40多名矿工做饭的道
路，一日三餐，担水砍柴、淘米洗菜，
虽然起早摸黑很辛苦，但父亲的心情轻
松明亮了不少。转眼间三年过去了，父
亲的工资也从11块钱涨到了13块钱，
不仅还清了祖父欠人的旧账，偶尔也能
为子女添一两件新衣裳。父亲说那时候
的生活穷困、窘迫之余，还有着一点希
望和快乐。

变化发生在 1978 年冬天。那天工
人们吃过午饭后，父亲洗完了锅碗瓢
盆，去岭下水井担水。回到厂区时，发
现 40多岁的徐家财矿长在院子里不停
地走来走去，父亲上前问有什么可以帮
他的没有？徐矿长却问父亲是否识字？

在得知父亲是上世纪 60年代的高中生
时，徐矿长一下跟捡到宝了似的，拉着
父亲到了他的办公室。原来徐矿长第二
天一早要去县里开会，汇报矿山的有关
设备和生产情况，正在发愁汇报稿的事
情。听了徐矿长的相关情况介绍后，父
亲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汇报稿。徐
矿长看后大为赞赏，说人才难得，就别
在食堂做饭了，以后就下矿井当工人，
有需要写稿子的时候就在厂部写稿子。
这样，父亲就成为了锑矿队的合同制工
人。

父亲后来多次说徐家财矿长是他生
命中的贵人。徐矿长是转业军官，高大
魁梧，16岁参军，在部队时任过骑兵营
营长，军人生涯中多次荣立战功，为人
正直勇敢，做事雷厉风行。徐矿长很欣
赏父亲的文笔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过了两年，徐矿长调回县城，父亲还多
次在出差路过县城时去看望他。我对徐
矿长的了解，也只有童年时的模糊印
象，和上大学后父亲在几次闲谈中讲述
到的内容。1997年下半年，我调到山阳
中学工作，年底父亲到县城帮我带孩
子。一个周末晚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跟
我说，下午他在去城里办事的路上遇到
了徐矿长，两人有六七年没见过面了，
站在路边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到
北京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父亲告
诉我，年前他在去县城二姐家的路上又
遇到了徐矿长，徐矿长已经 80 多岁
了，还骑着自行车，身体硬朗得很，他
们俩在一起聊了好几次，不仅聊到了以
前在锑矿队的往事，还谈到了如今子女
孙辈的情况。往事如烟，两人都认为如
今的社会发展得真快真好，只是时间过
得太快了一些。

父亲很珍惜自己的合同制工人身
份，无论是挖掘进、搞爆破还是运矿
石，父亲都冲在最前面，加之父亲为人
友善温和，很快就担任了生产小组长，
他所负责带领的那组工人在三班倒的轮
班制中不断创造出产量奇迹，多次受到
矿上领导的表扬。在此期间，由于母亲
生病，二姐上小学兼顾家里，大姐住校
上初中，针对我刚上学就出现的逃学和
学习不用心现象，父亲在当年初冬两次
于清晨带我到矿井跟前，看他们是在怎
样简陋艰辛的条件下挖矿的：一个架在
矿洞上的大辘轳，一大卷粗麻绳，一个
供工人站着垂直进出矿洞的大柳条筐，
十几件钢钎、八磅锤、铁镐、铁锨，外
加两台架子车和五六个提矿渣用的藤条
筐，就是他们小组的全部生产工具。我
坐在矿井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
看着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在初冬的冷冽中
是如何挥汗如雨的，一筐筐矿石和矿渣
是如何被他们忙碌而有序地运出矿井深

洞的，收工前的掘进爆破是怎样紧张而
准确计算和实施的等。第二次默默看完
父亲他们的艰苦劳作后，我跟父亲说自
己要回去上学，父亲请一名工友顺路
送我下山，回到学校后，我再也没有
因为读书学习的事情让父亲分心烦恼
过。

1980 年秋天，矿山的工人多了起
来，除了食堂做饭需要增加人手外，后
勤管理和采购的事情也多了起来，需要
有人专项负责。矿上的几位领导商量了
一下，认为父亲处事公道、对自己要求
严格，又懂文字会财务，就安排父亲负
责矿山的后勤工作。父亲于是离开矿
井，开始了三年多的后勤工作。在那个
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冒芽的年代，父亲就
懂得如何以最优惠的价格为矿山采购到
质量最好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他和矿山
的货车司机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县内外乃
至省内外的各大厂家之间，从矿井里的
掘进机械、排水设施、运输设备，到工
人们的工作服、安全帽、防水靴和口罩
等，为矿山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
资保障基础。在那个年代，我听到父亲
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属于公家的东
西，一根针都不能拿，要对得起良心，
经得起考验。在此期间，父亲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锑矿队的名字也改

“队”为“厂”，新建了三排厂房和一些
生活设施，整个厂区面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

1984 年初，由于矿山发生了一起
安全事故，父亲临危受命，担任了车间
主任一职，负责矿山的安全生产工作。
上任伊始，父亲带着技术人员，对矿山
的三处矿井进行了细致的安全检查，从
技术和管理上消除安全隐患，并对过去
的安全制度进行了修订，要求大家按制
度办事，按程序操作。父亲作为车间主
任，总是与工人们一起下矿井、运矿
石、搞技改、查隐患，因此工人们跟他
相处得都特别愉快，一些小伙子遇到婚
姻大事还经常找他出主意想办法。由于
上下团结一心，加之设备到位、管理到
位，矿山产量连年上升，经济效益和上
缴利润持续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也
有了很大改善。父亲不仅在厂里口碑日
隆，在县矿业开发公司系统内也有了名
气。1987 年劳动节的时候，父亲被评
为劳动模范，受到了县里领导的接见，
并在全县表彰大会上作了发言。在随后
的两年里，父亲又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
者、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先后受到了
县里和行署领导的接见。那几年是父亲
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当时他刚 40
岁出头，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光，不仅
深得矿业开发公司领导和县领导的重
视，也深得矿山工人的拥护和支持。家

里至今还保留有父亲在劳动模范表彰大
会上发言和领奖的照片，还保留有父亲
受到当时领导接见和座谈的照片。父亲
也以此为荣，多次自豪地给我们谈起那
时候的场景和故事。

1990年夏天，父亲在一次深入矿井
检查采矿面时意外受伤了。当他在县医
院接受治疗时，矿山作为县里第一家破
产售卖的地方国有小企业“吃螃蟹”
了。父亲在病床上得知后很伤心，很
长时间没有说话。父亲出院后休息了
一段时间，就去县矿业开发公司下属
的桐木沟锌矿上班。到新单位后，厂里
领导有意让父亲继续担任车间主任一
职，但父亲提出只做普通工人。1992年
春节，正在读大学的我和两个姐姐、母
亲到矿山陪值班的父亲过春节，父亲带
我参观了矿山，实地体验了矿工的生
活。父亲说，矿工是最淳朴、最辛劳、
最可爱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善
待矿工、关心矿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
所经受的未知与磨炼，是外人所感受不
到也感受不了的。

此后两年，因父亲年龄接近50岁，
矿山又是重体力活，厂里在征求父亲意
见后，安排父亲回到了后勤岗位。回到
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后，父亲在关心和照
顾矿工生活方面想了不少办法、做了不
少温暖人心的事情。父亲70岁的时候，
几位当时的矿工结伴到家里看望父亲，
还说起父亲当时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
回忆起父亲深更半夜起床为加班晚归的
他们生火做饭和泡茶的事情。

1995年底的时候，父亲年届五十，
在矿山工作了整整20年。当时我和两个
姐姐都已经参加工作。那时候县里有政
策，工人可以在50岁退休，我们担心父
亲常年在矿山上无人照顾，再加上父亲
年轻的时候一直从事重体力劳动，膝盖
和腰部都有劳损，一到阴雨天就痛得迈
不开步子。在我们几位子女的强烈要求
下，父亲有点不情愿地办理了退休手
续，回到了家里。父亲是一个事业心很
强的人，他也曾经有自己的梦想和追
求，而且父亲是一个富有敬业精神、执
行力和组织力都很强的人，就这样退休
回家多少心里有些遗憾。但看到在他的
教导下，子女们一个个都大学毕业参加
了工作，父亲的内心里又是很欣慰的，
觉得自己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父亲退休回家后，很快适应了田园
生活，跟母亲一起忙着耕田种地，栽花
种菜，养鸡养猪。随着几位孙辈相继出
生和成长，父亲又在田园耕作之余，重
拾起昔日代课老师的旧业，在培养孙辈
的加减乘除训练和“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古诗吟咏中开始了
幸福的新生活。

当矿工的父亲
刘焕性

喜欢一座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理
由。上海开放的国际大都市，风情无
限；北京深厚的文化古韵，流连忘返；
深圳的现代气息，激情澎湃；苏州小桥
流水的人家，婀娜多姿，南北东西，各
展风姿。

到过北京无数次，领略过文化底
蕴深厚的老北京城风光。有一次乘
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忽然看
见 马 路 两 边 ， 齐 崭 崭 盛 开 的 月 季
花 ， 非 常 惹 人 喜 爱 。 有 红 的 、 黄
的、粉的，姹紫嫣红，像为青春靓
丽的少女披上了红纱巾；又像围脖
为冬天裹着严实大衣的少妇点缀亮
色；有人还说像月季编成的项链，
给北京城添了许多美丽。

北京为什么把月季当成街边一道道
篱笆墙的风景？原来它是北京的市花，
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因为花期
长，月月可开花。所以北京人称它为月
月红，寓意日子月月红红火火。

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
到明清时期，记载文献最早为王象晋的
《二如亭群芳谱》，他在著作中写道：
“月季一名‘长春花’，一名‘月月
红’，一名斗雪红，一名‘胜红’，一名

‘瘦客’。灌生，处处有，人家多栽插
之。青茎长蔓，叶小于蔷薇，茎与叶都
有刺。花有红、白及淡红三色，逐月开
放，四时不绝。花千叶厚瓣，亦蔷薇类
也。”

月季的品种繁多，世界上已有近万

种，中国也有千种之多。红色月季花是
情人间必送的礼物之一，并成为爱情诗
歌的主题。

我国有 52 个城市将它选为市花。
宋代宋祁著 《益部方物略记》 记载：

“此花即东方所谓四季花者，翠蔓红
花，属少霜雪，此花得终岁，十二月辄
一开。”

历来文人也留下了不少赞美月季的
诗句。唐代白居易诗云：“晚开春去
后，独秀院中央。”明代诗人张新诗
赞：“一番花信一番新，半属东风半属
尘。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季
春。”北宋韩琦赞誉：“牡丹殊绝委春
风，露菊萧疏怨晚丛。何似此花荣艳
足，四时常放浅深红。”

人们喜欢月季。在花圃，在田园，
在房前屋后，都会种上一些月季花，来
装点生活的温馨曼妙。

我有一年中的四季分别进京出差，
发现月季的花期很长。在春天含苞欲
放，在夏天浪漫多姿；秋天是盛花期，
开过后，花渐渐少了，但是初冬时节，
仍然可以在寒风凛冽中欣赏到坚韧不
拔、绽放的月季。

一城月季，四季芳华。
在新余市驻北京办事处的楼前，依

墙而建的小花圃里，就栽有几棵月季，
花开得红彤彤，惹人喜欢。有一次我参
加原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
评审，顺利答辩通过，好心情赏花，拍
下许多照片，而且写了两首小诗来表达

内心喜悦。诗云《月季笑呈》：
答辩滔滔过考评，两年拼搏似长征。
驻京办院开月季，裁下彤云含笑呈。

又有一次冬天进京，看到办事处楼
墙边的月季花凋零，有些伤感，但无碍
它在我心中的美丽，却有更多的春天期
待，赋诗一首《咏月季》：

寒露袭来秋满庭，墙边月季渐凋零。
经霜风雨枝杆在，春暖之时香复馨。

因月季喜欢上了这座城市，还因月
季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的一位小伙子。小
伙子姓李，新余老乡，在北京一家公司

工作，小伙子比我小上10岁。那天，碰
巧我在用手机拍花，他也凑过来赞月季花
的美丽，搭讪着，就聊了起来。他喜欢音
乐、健身、读书，虽然年龄相差，但共同
爱好，便多了许多话题。离开北京后，我
们经常联系。谈工作、谈事业、谈读书，
结成了好朋友。

北京的月季在我脑海中印下了深深
的印记。回到新余，在我的脑海里、镜
头里，有小区花圃点缀的丛丛月季，有
篱墙上攀援向上的月季，还有田间山野
满山的月季，也有家里阳台盆栽的小月
季。因留恋与喜欢，我便在自家的阳台上
种了几棵月季，一年四季月季花开得绵绵
不绝，开得浪漫温馨，为生活增添了许多
好心情。

夏天到了，又是月季盛开的季节。想
起了北京的朋友，拍了些各种各样的月季
花通过微信发给他，他说：家乡的月季花
和北京的一样美。

情如夏季的月季。
让我们的友谊长存，绵绵不绝。

情如月季
刘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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