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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在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日益丰富的当

下，典藏、展示人类文化遗产的博物馆，
已经成为人们感受历史文化的重要场地。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4日，记
者走进市博物馆，领略漯河厚重的历史文
化积淀。

展示漯河历史文化

市博物馆位于西城区月湾湖东路与九
龙山路交叉口附近，和市图书馆是一体建
筑，外观像缓缓展开的书卷。市博物馆共
有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分为陈展区、观
众服务区、文物库房等。共有6个展厅，
分别是：汝颍晨曦、南北汇融、人文荟
萃、走向繁荣、沙河舟楫、百年记忆。各
个展厅展示着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漯河
历史文物。市博物馆现有珍贵文物2000
多件，其中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112
件。

市博物馆通过石器、陶器、瓷器、青
铜器等文物和一些有趣的小物件，以及对
历史场景的还原，展示了漯河从细石器时
代（介于旧时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间的
一个时代）至今共约1.5万年的历史文化
和社会发展历程。

镇馆之宝让人震撼

在一楼大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壁
画，壁画上可以看到龙塔古篆、受禅台以
及漯河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名人画像等内

容。一楼的临时展厅内正在展出舞阳农民
画。色彩艳丽、构图精美的画作，引得参
观者连声赞叹。

在“汝颍晨曦”展厅，市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一支磨制精细的贾湖骨笛安静
地躺在展柜中，保存完好。这支骨笛是目
前发现的 40 多支骨笛中比较完整的一
支，堪称“中华第一笛”。“没想到9000
年前的人就能制造出这么精美的笛子。”

“仿佛进入远古时代，听到了贾湖先民吹
奏的悠扬笛声……”几名参观者感慨地
说。

在“走向繁荣”展厅，几名参观者
聚集在几件精美的瓷器前。“这个是宋代
瓷枕，上面有一个孔，夏季的时候可以
从孔里向枕头内注水，用来降温。它也
叫醒枕，因为是陶瓷做的，比较硬，所
以还有提醒人们不要贪睡的作用。”一名
参观者的讲解，让同行的人听得津津有
味。

这里不仅还原了贾湖遗址、郝家台遗
址等一些历史文化遗迹，还有汉代画像石
砖、明代彩绘陶宅院、清代圣旨等文物，
以及漯河历代名人的事迹介绍，让参观者
在感受历史文化魅力的同时，获取知识、
增长见识。

让孩子爱上博物馆

漯河文化底蕴深厚，很多家长希望孩
子从小接受文化熏陶，了解家乡历史，参
观博物馆无疑是很好的选择。但对年幼的
孩子来说，博物馆里的文物可能难以理

解。于是，市博物馆利用科技手段，为孩
子们认识文物、了解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方
式。比如，孩子们通过点击展厅内的互动
屏可了解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等，还可通
过一些游戏和互动环节，了解文物挖掘、
出土过程。

为了让孩子爱上博物馆、了解文物，
市博物馆还定期举办文物知识竞答、免费

看云展等活动，推出一些以“漯河本土历
史文化研究”为主题的讲座。同时，举办
博物馆读书活动，引进博物馆童书，让少
年儿童在博物馆里读书，实现文字与文物
互动、生活与展馆互动。

“周末我经常带孩子来参观，也会参
加博物馆的一些线上活动，每次孩子都有
收获。”一名家长告诉记者。

走进博物馆 感受文化魅力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
恢复与重塑”。

“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
“缪斯庵”（museion），原意为
“祭祀缪斯的地方”。缪斯是希
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
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
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
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
舞蹈，代表着当时希腊人文活
动的全部。

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
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
有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
的宝库，它被博物馆界视为博
物馆的开端。在其后相当长的
时间里，博物馆只是供皇室或
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
室。到18世纪末，西欧一些国
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
开放，博物馆的功能才有了新
的发展。

1946 年 11 月，美国博物馆
协会会长C·J·哈姆林倡议创
立国际博物馆协会。总部设在
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

1977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
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
发展，吸引公众对博物馆事业
的了解、参与和关注，向全世
界宣告 5 月 18 日为国际博物馆

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
定活动主题。

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
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第 11 届会
议，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不追
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
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
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
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为公
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文物的
机会。”

现代博物馆包括了搜集、
保存、修护、研究、展览、教
育、娱乐七大功能。内容上一
般为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
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
物馆、地区性博物馆和专题博
物馆等。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里，由于收藏风格、理念和展品
来源不同，会赋予博物馆完全不
同的风貌，无形中折射出一个国
家、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厚度。

除了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之
外，散落在各个城市的博物馆
通过保存、展示文物，呈现当
地的历史文化，为当地社会发
展提供服务，是我们认识城市
历史、感悟城市辉煌的一个窗
口，也为中小学生了解家乡历
史文化、开辟第二课堂提供了
重要场所。

本报综合

博物馆和博物馆日

市博物馆一楼大厅。

1905年，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
謇，以振兴科教和普及文化为目的，在江
苏省南通市的濠河之滨创办了中国第一座
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的博物
馆事业由此在南通发祥。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
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政治
家。张謇毕生把实业和教育视作振兴国家
的两大根本，从1896年起，他陆续创办了
大生纱厂、大达轮船公司、淮海实业银行
等二十多家企业，创立了师范学校、农科
大学、纺织学校、医科大学、盲哑学校、
伶工学校等370多所学校，并兴办了博物
苑、图书馆、养老院、育婴堂、女工传习
所等，为中国近代工业、科技、文化、教
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博物”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晋侯
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博

物”意为博学多识；“苑”者，园囿也。南
通博物苑园馆一体，融合了中国苑囿之美
与西方博物馆理念，以“设为庠序学校以
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创建宗旨，鸣
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汽笛。

1903 年，张謇赴日本考察了 70 多
天，其间参观了东京帝国博物馆等文化机
构。他上书清政府，指出教育关乎国运，
而博物馆正是普及大众教育、进行终身教
育的机构，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和坚强
后盾，建议在京城设立帝室博览馆并由此
在全国兴建博览馆。数次上书都得不到重
视。1905年，他在自己出资创办的南通师
范学校之西，修建了集科学、历史、文
化、艺术于一体的南通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有着浓厚的维新思
想色彩，即教育兴国。因此，南通博物苑
科学与人文并重，陈列大量天产（自然科

学）、历史、美术、教育展品。中馆始称
“测候所”，是一个小小的气象站，屋顶原
是观测平台，摆放着测候仪器，每日预报
天气，并在报纸上登载天气预报。南馆又
称“博物楼”，是主要陈列室，楼上陈列
历史文物，楼下陈列各种动物、植物、
矿物标本。南馆建有古像亭，陈列各种
石刻与雕像。南馆阳台上悬挂着张謇亲
书的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
鸟兽草木之名”。表明博物苑是一所社
会学校，起着启迪民智的作用。北馆陈
列着当时非常罕见的长须鲸骨架，长达
12米。

博物苑里广种各种花草植物，并饲养
了少量动物，既是一个博物馆，又兼有植
物园、动物园的特点，花木繁茂，绿树葱
茏，小亭精巧，水榭玲珑，融古典园林与
近代文明于一体。小小一方天地，散发着

科学与文化的芬芳，吸引着无数好学之士
前来求知。梁启超、陶行知、黄炎培、竺
可桢、梅兰芳等著名学者、科学家、艺术
家都曾前来参观。

为了开办南通博物苑，张謇不仅把自
己收藏和购买的大量文物、标本和鸟兽草
木全部捐给博物苑，并且利用自己的声
望，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启事，广泛征集海
内外藏品。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
举办，张謇大量出资购置展品，大大丰富
了博物苑的展库。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多
年经营，博物苑的藏品已有相当大的规
模。1914 年编印的 《南通博物苑品目》
共收录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藏品
2973号，1933年增至3605号，每号各有
一至若干件藏品，可见种类之繁，内容之
多。

据《学习时报》

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
么才能做到文明参观？

穿着整洁得体
参观博物馆要注意穿着。博物馆、展

览馆内展出的都是具有很高纪念价值的文
物和艺术品，对馆内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对参观者也有一定要求，过于随意、邋遢
或暴露的穿着不适于这个场所。一双舒适
的鞋子对于长时间站立、走动的参观者来
说是必要的。

拍照不使用闪光灯
大部分博物馆的公开展品，在不用闪

光灯、三脚架、自拍杆的情况下是可以拍
照的。一般国际交流展览或文物等级比较

高的展览都会禁止拍照。这种情况下，拿
纸笔记录是最佳选择。

不摸展品
博物馆内大多数展品都有一定的保护

措施，比如玻璃罩、隔离带等，但其中也
有一部分是全开放式展示，这就引起参观
者的好奇心——不由自主想去摸一下。即
使人手看起来很干净，但手上的油脂和水
分仍会给文物带来损伤。

到休息区休息
很多博物馆的展示面积都比较大，有

的甚至一两天都看不完。参观期间，你感
觉累了，可以到休息区休息。一般博物馆
都会有专门设置的休息区，有的茶歇区还

会供应点心和热水，休息的时候适当补充
能量，一举两得。但是，不管你有多累，
也不能坐在展品上；躺在休息椅上或把鞋
子脱掉也很不合适。

不大声喧哗
参观的时候尽量不要大声喧哗，也不

要向其他人“兜售”文史知识，这可能会
造成误导。条件允许还是请专业的讲解员
讲解。讲解员掌握的信息量大、讲解词生
动，而且能现场交流 （请不要叫讲解员

“导游”或“服务员”）。但是，一场讲解
下来被参观者询问“十万个为什么”也挺
让人无奈的。参观的时候，先听讲解员的
讲解，一路保持倾听会获取更多的信息。
如果有不解之处，可以先记录下来，参观
结束后再沟通或查一些资料。

大部分博物馆设有固定时间免费讲解
服务，可以现场咨询。

提前做好功课
参观一个展览要想有所收获，做好功课

是必不可少的。了解基础背景资料，比如历
史、文化、艺术家生平、核心展品、展品来
源等，能大大增加观展的乐趣。想要提早做
好功课，可以到博物馆的官方平台上查询近
期活动或者常设展览，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带着期待前往参观；到达博物馆后，
可以在服务台领取宣传折页。一般博物馆
都会印刷常设展览和临时特展的宣传折
页，并标注参观路线和重点展品等信息，
这些可以带你更好地参观。 据文博圈

参观博物馆要注意什么

延伸阅读

■余 飞
近闻陶秋阳先生的《陶秋阳篆书前后赤壁

赋》大型书法集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不胜感慨。

自秦以来，习小篆者多以李斯之泰山刻
石、峄山刻石为宗。其法度严谨、端庄肃穆之
气象，为后世所推崇。至清，书者风格趋于多
样化，吴昌硕、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等各
领风骚。其结体修长爽朗、疏密有致、行笔酣
畅，作品中被赋予书法家的性情，使小篆之线
条极富弹性，鲜活灵动，上追古人。当今小篆
书家多直接由清篆而入。秋阳先生就是独擅小
篆、矢志不移之人。

我与秋阳先生自踏入社会即在一起工作，
又同时师从申进贤老师学书法，但我却浅尝辄
止，不像秋阳先生那样为书法“衣带渐宽终不
悔”。多年的相知相交，我对先生的学书之路有
深深地了解。他自幼秉承家训，刻苦读书，勤
奋临池。年长，为糊口计，亦与常人无二，为
稻粱谋，然其对书法之钟爱却从未泯灭。故于
人后窃自遨游墨海，亦有小成。然每每入展、
获奖必获激励，至2015年退休后仍每天十几小
时潜心临池，春夏秋冬无一日间断。他还经常
拜师访友，共同探寻书法之奥妙。“要把几十年
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此为秋阳语。

数十年间，陶秋阳在诸多书体的临创方面
水平均显著提高。随后，他将对书法艺术的追
求和志趣转移到篆书的临创上。又几年下来，
其对篆书之理解、把握已渐入佳境，笔墨运用
亦很是娴熟。其作品不断入展全国各类重大展
事并获奖，可谓老而弥坚也。其个人风格亦逐
渐清晰成熟，独到的理解和创作实力在当今篆
书领域亦不遑他让。

秋阳先生为许慎故里人，自幼受许老夫
子 《说文解字》 的熏陶，自然对书法的历史
和发展有着清醒认识。他知道，篆书于今人
而言，其作为历史遗存，虽渐失实用功能，
书法家则必然要为创作而从识篆、解篆、用
篆这三个关键处进行系统研学。不知法何取
法？不习篆书又何知其与今用汉字、古用汉
字的明显差异？因此，即便是对通晓篆书的
书法家来说，识篆、解篆、用篆依然是一个
严谨的课题。陶秋阳选择篆书作为自己的主
攻方向，自觉投身于文字的根本属性和存在
意义层面的探索。通过数年的努力，陶秋阳
的书法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他在创作中
依然十分严谨：为证一字之用，遍查相关的
工具书，反复核对，至胸有成竹后才命笔染
翰。如 《陶秋阳篆书前后赤壁赋》 这样近千
字的作品，均是逐字推敲，请老师指教、向

书友求正，并携书稿请文字学者校审。
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心的创作准备

是篆书创作必不可少的步骤，亦是作者积累
学识、提升修养及创作能力的有效方法。《陶
秋阳篆书前后赤壁赋》 用字准确、布局得
当、线条扎实、气息充盈，说明陶秋阳先生
在书法创作中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追
求。纵观整部作品，技法娴熟、轻松自然、
朴实无华，不乏温润、娴雅之气。作品用笔
婉转遒劲，笔笔中锋，起收有度，线条扎实
且流动飘逸，将较为单纯的篆书线条处理得
丰富灵活、意韵深长，艺术情趣跃然纸上。再
观其结体，用李阳冰“三坟记”为基，稍加清
篆之气，工整和谐、严谨古朴，于静穆中透着
律动美。

艺无止境。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陶秋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悉，陶秋阳除了于篆书
书体继续探索的同时，其在隶书、行书上亦有
成就。他为人谦和、勤奋虚心，乐于与同道切
磋交流，于心底凝结浓郁的书法情结。假以时
日，相信他必会绽放出夺目的艺术之花。

“汲古得修绠，荡胸生层云。”陶秋阳研习书法
的精神当可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之情怀以证之。

（右为陶秋阳书法作品）

根深枝愈壮 岁老志更坚
书法艺术书法艺术

文化评论文化评论

■马志兵
5月7日结束的第十五届河

南省戏剧大赛中，漯河市共有
两个剧目参赛：参加省市级专
业院团组比赛的是由漯河市豫
剧团演出的 《郾城大捷》；参
加县区级及民营院团组比赛的
是由舞阳县豫剧团演出的《豆
腐谣》。两部戏一文一武。文
戏《豆腐谣》娓娓道来，讲述
的是双龙庄驻村第一书记田红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武
戏《郾城大捷》以宋金之间发
生在郾城的一场著名战役为历
史背景，讲述抗金英雄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从类型上看，
《豆腐谣》是大型现代戏，《郾
城大捷》是新编历史剧，一今
一古。两团都借力省内外一流
主创团队，致力于打造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
艺精品。

漯河的两个参赛剧目实力
都很强，无论是从思想内容、
结构布局、情节设置、矛盾冲
突、语言特色、唱词唱段还是
从舞台上的戏剧张力表现来
看，都是优秀的、成功的。

《豆 腐 谣》 共 分 6 个 场
次，情节发展脉络可以概括
为：引发矛盾，主要人物出场
——各个击破，调解矛盾双方
——冰释前嫌，联合办厂——
全村入股，走上小康路。故事
完整，脉络清晰，没有旁枝斜
蔓，一条线贯穿始终，结构紧
凑。从舞台呈现上来看，从上
而下，三个巨型大字“豆腐
谣”，金黄色的字体让人眼前
一亮，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
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简
约之美。美中不足的是，和大
多数扶贫戏一样，该戏也有类
型化、套路化倾向，个别语言
和词句有标语口号化之感，略
显生硬。

《郾城大捷》也分为6个场
次。第一场：皇上颁旨，埋下
伏笔；第二场：写诗抒怀，准
备战斗；第三场：初战告捷，
杨再兴出场；第四场：乘胜追
击，血染小商桥；第五场：埋
尸疆场，同仇敌忾；第六场：
圣旨连发，《满江红》落幕。从
整体上看，第一、二、五场戏
是相对平静的，第三、四、六
场戏是激烈的，做到了有动有
静、以静衬动、张弛有度。和
现代戏《豆腐谣》一开始引发
矛盾、设置悬念抓取人心不
同，《郾城大捷》一开始没有引

发矛盾，而是做了必要的历史
背景交代，为将来的大战爆发
慢慢蓄势。由此可见，写现代
戏和历史剧的手法是不同的，
现代戏中常用的手法不一定适
合历史剧，这也验证了思想内
容决定形式表达、形式表达服
务于思想内容的规则。作为武
打戏，其特点和亮点是武打场
面，一是要有众多的武打演
员，二是不能显得杂乱，必须
要让观众在动感之中感受到节
奏美、画面美和统一美。《郾城
大捷》 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
的，作为专业组唯一的武打
戏，真正做到了人无我有、人
有我特。我个人认为，若以杨
再兴为主人公进行故事架构，
能更好地宣扬漯河本土历史文
化名人。

剧目的名字是题眼，就像
一个人的名字一样，一个响亮
好记而又贴合故事的名字是给
人的第一印象，是剧目水平的
直观反映。《豆腐谣》 原名
《破罐脱贫记》，是个小戏，算
是初稿和雏形；经过内容丰
富、情节扩展后，变为中型
戏，改名 《双龙庄脱贫记》；
后来又经过结构调整和唱词润
色，最后才变为大型现代戏，
定名 《豆腐谣》。这个名字有
文艺范儿、含蓄，又和剧情高
度契合。而郾城大捷是知名的
历史事件，《郾城大捷》 的名
字本身就很好。

戏曲之美，美在传唱。核
心唱词是一部戏的精华。一部
戏能够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它的核心唱词。剧情可能被
淡忘，但核心唱词却让人久久
难忘。两部戏的唱词水平整体
都很高，尤其核心唱词更出
色。《豆腐谣》 的核心唱词

“咱为啥要入党”，如话家常，
以反问句式构成排比，给人以
沉浸式体验和极强的代入感，
引发观众的共鸣。《郾城大
捷》 的核心唱词“十难忍”，
易让人想起《下陈州》里的经
典唱段“十保官”，工整的句
式构成排比，层层推进，一气
呵成，慷慨悲壮，配上豫剧沙
河调特有的压抑低沉的唱腔，
给人以震撼。

总而言之，《郾城大捷》
《豆腐谣》两部参赛剧目是漯河
市近年来戏曲发展的高峰之
作，凝聚了众多戏曲人的心
血。心向往之，行必能至，愿
漯河戏曲发展越来越好。

弘扬戏曲之美
传递文化自信

——观戏剧《郾城大捷》《豆腐谣》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