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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
作者：鲁鑫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镇馆之宝》一书从 204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中遴选出 66 家

博物馆，讲述这些博物馆收藏的 237 件一级文物。全书按照
博物馆介绍文物，展现不同博物馆的藏品魅力，让读者足不出
户领略各大博物馆的文物。该书科学严谨，在介绍文物基本
信息的同时，重点突出各个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化。

《博物馆里的成语》
作者：沅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属于“少年轻科普”丛书，全书注音，是适合 7 至 8

岁小读者阅读的科普书。书中介绍了 11 个耳熟能详的成语、
与成语相关的博物馆藏品，以及趣味性强的相关科普知识和
历史知识。如“亡羊补牢”，就讲到了四羊方尊，羊为什么代表
吉祥，博物馆里那些陶羊圈是做什么用的，故事里丢了羊的是
什么人……手绘插画让文物之美跃然纸上，让小朋友产生浓
厚兴趣。

《古典文学寻宝记》
作者：黄晓丹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诗人十四个》《九诗心》的作者黄晓丹在此书中化身为

孩子喜爱的邻家姐姐，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将古人的审美、情
感与哲思娓娓道来，激发孩子对古典文学的好奇与共鸣。活
泼的对话体，层层提问，用逻辑线把古典文学知识抽丝剥茧
引出来。书中的 30 幅古风趣味插画，帮助打造多感官、有美
感的学习体验。孩子就像寻宝人，一路好奇，一路惊喜，一路
收获……

（综合）

《人生小满胜万全》收录了季
羡林、汪曾祺、徐志摩、老舍等 17 位
文学大家的 48 篇经典文章，将生活
的百般滋味、人生的万千气象一一
呈现。

老舍 的《抬 头 见 喜》，以 节 日
为 镜 ，映 照 出 人 生 的 百 态 万 象 。
文 中 ，他 并 未 直 接 书 写 节 日 的 欢
快，而是借中秋醉酒的孤寂、新年
冷 清 的 落 寞 等 细 节 ，勾 勒 出 生 活
的 困 窘 与 内 心 的 惆 怅 。 然 而 ，在
这 沉 郁 的 笔 调 之 下 ，却 暗 藏 着 对
温暖的渴望——“抬头见喜”的幻
象，既是节日风俗的生动映射，更
是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许。老舍
以 幽 默 反 衬 辛 酸 ，用 平 淡 叙 事 传
递 深 刻 哲 思 ，让 读 者 在 笑 中 含 泪
间 ，感 受 到 生 活 重 压 下 那 份 坚 韧
不 拔 的 希 望 。 此 文 如 同 一 盏 旧
灯，照亮了平凡日子的微光，引人
深思。

朱 光 潜 在《悲 剧 与 人 生 的 距
离》中，通过时间、空间、人物及情
境的“距离化”处理，以深邃的洞察
剖析了悲剧与现实的微妙关系，让
悲剧超越了平凡，化作了一首首壮
丽的诗篇。他还强调审美中“心理
距离”的重要性，既非冷漠旁观，亦
非沉溺其中，而是以一种超然的态
度去观照。这种距离，让悲剧的苦
难转化为审美快感，启迪人们以更
豁达的视角去理解人生苦难，于艺
术中寻得心灵的慰藉。

萧红在回忆成长之路时，曾感
慨 ：“‘ 长 大 ’是 长 大 了 ，而 没 有

‘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
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是温
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

‘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
求。”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我
们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与真谛，
不禁反思：面对生活的艰难险阻，
我们应鼓起勇气，满怀信心地去迎
接挑战。

沈从文在《在昆明的时候》中，
尤加利树影婆娑、松鼠惊窜，与敞
坪 中 妇 人 纺 纱 、孩 童 嬉 闹 交 织 成
画，看似寻常烟火，却暗涌着战时

生活的艰辛。当卖肉屠户被抽壮
丁时，一句“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
镇”的朴素宣言，将小人物的民族
责任感瞬间点燃，与粉墙上荒诞的

“培 养 卫 生 ”标 语 形 成 辛 辣 对 照 。
沈从文以“晒台上的凝视”为眼，将
市井琐事升华为对生命偶然与必
然的叩问，在琐碎日常中照见人性
的光辉与时代的荒诞。

最动人的，是那些被大师们捕
捉的“小满”般细腻又充满诗意的
瞬间。朱自清在《白马湖》中勾勒
的黄昏景致，湖上青山笼罩着青色
薄雾，水中倒影参差模糊，朦胧静
谧 的 氛 围 里 ，满 是 时 光 沉 淀 的 诗
意，让人沉醉于这份宁静之美；林
徽因于《山西通信》里描绘的乡村
画卷，明亮眼睛与灿烂笑脸点缀其
中 ，质 朴 美 好 的 乡 村 生 活 跃 然 纸
上，生机与温暖扑面而来；而徐志
摩在《落叶》中轻吟“其实，每一个
季节都会有落叶的，包括在寒风凛
冽的冬天，四季常青的樟树也会有
落叶”，看似平淡语句，却蕴含着对
自然规律的洞察，以落叶为引，诉
说着对生命轮回的思索。这些大
师笔下的瞬间，或宁静，或温暖，或
深沉，皆如一颗颗璀璨星辰，闪烁
在文学的天空，让我们在品味中感
受着生活的多彩与生命的真谛。

读 完 整 本 书 ，就 像 慢 慢 饮 尽
了 一 盏 清 茶 。 茶 汤 慢 慢 变 凉 ，可
留 在 唇 齿 间 的 余 香 却 愈 发 悠 长 。
我 们 渐 渐 明 白 ：人 生 其 实 不 必 事
事 追 求“完 美 无 缺 ”，就 像 二 十 四
节 气 里 的“小 满 ”，它 是 麦 穗 刚 刚
饱满、带着青涩的模样，是江河水
量渐涨、充满蓄势待发的力量，是
万 物 蓬 勃 生 长 时 ，那 谦 逊 的 姿 态
和对未来的期待。

希 望 我 们 能 在《人 生 小 满 胜
万全》的字里行间，遇见那个在时
光中从容前行的自己，始终坚信：
生 活 的 诗 意 ，并 不 在 远 方 的 风 景
里，而藏在当下的点滴留白之中；
生 命 的 圆 满 ，也 不 在 于 盛 大 辉 煌
的 绽 放 ，而 在 于 小 满 时 节 那 悠 悠
的余韵里。

五月的荆楚大地，文学给许多游客带
来别样风景。在武汉，《夜上黄鹤楼》国潮
夜宴场场爆满，霓裳巡游与赛博国乐碰撞
出火花，“梦回太白”对诗互动让人们诗情
澎湃。在屈原故里秭归，吟诵大会诵出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千年回响。
如果说影视化让文学地标“可见”，

而 科 技 赋 能 则 拓 展 了 沉 浸 式 体 验 的 维
度。夜幕低垂，武汉黄鹤楼化为巨幕，灯
光编织出仙鹤翩跹的空灵之境，历代文
人 赞 美 黄 鹤 楼 的 诗 句 巧 妙 融 入 光 影 之
中。“五一”假期前 3 天，这座 1800 年历史
的黄鹤楼共接待游客超 13 万人次。而在
三国赤壁古战场，沉浸式演艺与科技的
结 合 让《三 国 演 义》的 经 典 战 役 实 景 再
现。《赤壁·借东风》大型实景剧运用全息
投影、光影特效等科技手段，将古战场的
恢宏场景立体呈现，游客仿若置身于金
戈铁马的激烈战场。赤壁大战陈列馆创
新运用 VR、全息投影、数字互动等技术，
为游客打造出“虚拟穿越赤壁之战”的震
撼体验。这些创新实践让千年文脉在数
字时代焕发新生。

与此 同 时 ，在 江 苏 ，茅 盾 文 学 奖 作
品《北 上》的 影 视 化 改 编 及 文 旅 联 动 激
活了大运河的文化基因。《北上》以京杭
大运河为叙事空间，通过 1901 年意大利
人“ 小 波 罗 ”的 寻 亲 之 旅 与 2014 年 运 河
申遗两条时空线索，交织出运河百年的
沧 桑 巨 变 与 民 族 记 忆 。 小 说 展 现 了 运

河 沿 岸 的 风 土 人 情 ，同 名 电 视 剧 热 播
后 ，带 火 了 取 景 地 昆 山 巴 城 老 街 、淮 安
花 街 等 运 河 沿 线 的 文 旅 。 游 客 漫 步 在
青石板街道、石拱桥、运河码头，仿佛置
身于小说中的世界，实现了从文学想象
到现实场景的跨越。

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巴城老街挤
满了八方而来的游客，巴城老街客流量达
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3.5%。而《北上》
剧中一句“长鱼面暖胃又暖心”，直接带动
淮 安 河 下 古 镇 长 鱼 面 店 销 量 提 升 超 3
倍。游客还可以扮演剧中角色，乘花船沿
运河游览，在精准复刻的剧中场景感受运
河文化魅力。这种“文学导览”模式，成功
将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
现场。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盛景再次
印证：当文学经典从纸页走向山水，深层
的文化记忆便被重新唤醒。文学作为文
旅“催化剂”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激活文化记忆、唤醒情感共鸣和铸就
精神价值。

许多旅游目的地拥有厚重历史，但
因为缺乏生动的叙事表达，而成了静态
展 陈 。 而 文 学 作 品 将 沉 睡 的 文 化 记 忆
重新唤醒，赋予其可感知的温度与生命
力。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

“记忆之场”理论，指出民族记忆需要物
质 载 体 和 仪 式 实 践 才 能 得 以 延 续 。 文
学 作 品 正 是 这 样 一 种 特 殊 的“ 记 忆 之

场 ”，它 通 过 叙 事 重 构 将 抽 象 的 历 史 转
化为具象的体验。

马伯 庸 的《长 安 十 二 时 辰》就 是 典
型 例 证 ，小 说 以 盛 唐 长 安 为 背 景 ，凭 借
紧凑的情节与严谨的考据，再现了千年
古 都 的 市 井 烟 火 与 盛 唐 气 象 。 同 名 影
视剧热播后，“长安”不再只是历史教科
书上的名词，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符
号 。 当 地 文 旅 部 门 以 小 说 中 的 文 化 场
景为蓝本，打造出闻名全国的沉浸式体
验 新 空 间 。“ 五 一 ”假 期 ，西 安 主 题 街 区
再 掀 旅 游 热 潮 ，游 客 手 持 纸 扇 身 着 唐
装 ，漫 步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街 区 ，在 飞 檐 斗
拱间欣赏《霓裳羽衣舞》的曼妙姿态，在
繁华坊市聆听胡琴与琵琶的悠扬合奏；
长 安 十 二 味 的 市 井 小 吃 和 琳 琅 满 目 的
美 食 瞬 间 将 游 客 带 回“ 贵 人 御 馔 ，尽 供
胡食”的盛唐场景。当文字叙事转化为
身 临 其 境 的 体 验 ，历 史 由 此 焕 发 新 生 ，
游客成为记忆的参与者。

旅行的本质是寻求差异化的体验，但
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是情感上的归属
感。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
结”理论指出，人类会对特定地理环境产
生情感依附。而文学正是这种情感的编
码器和放大器，文学作品通过细腻的叙事
和生动的人物塑造，将抽象的地理空间转
化为饱含情感意义的“地方”。正如鲁迅
的《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让绍兴的乌篷
船、咸亨酒店、百草园不再是普通的地标，

而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游客
寻访鲁迅故里，实则是寻找“闰土”“孔乙
己”生活过的痕迹——那方戏台是否演过
社戏？那条石板路鲁迅是否走过？文学
通过意象的重复与情感的累积，使物理空
间获得诗意的维度。当读者踏入作家笔
下的场景时，实际是进行一种“诗性空间”
的验证与朝圣。这种情感联结，让旅游从

“看风景”升华为“寻故事”，而文学正是最
动人的脚本。

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跨越
时空的旅行指南，是因为这些作品完成了
一场深刻的精神赋魅——将冰冷的物理
空间幻化为充满生命张力的意义空间，使
寻 常 的 山 水 草 木 焕 发 出 独 特 的 精 神 品
格。这种神奇的点化就是精神的洗礼：崔
颢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让一座江畔楼阁承载了千年文人的
离愁别绪；而沈从文用《边城》为湘西小镇
赋予了最淳朴的人性光辉。当游客循着
文字探访这些地方时，寻找的从来不是眼
前的风景，而是文学为山河镀上的那层精
神之光。

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
践，不仅为地域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还
让每一次旅行都变成文化的重逢。当文
学与山河相遇，风景便成了诗行，旅行便
成了阅读——我们终将在“字里行间”，找
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原载于《光明日报》）

《昆仑约定》是毕淑敏创作的一部
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她曾
在昆仑山脉驻扎十多年，做过卫生员、
助理军医、军医。这部小说，封存着作
者刻骨铭心的军旅记忆，被其视为自
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

小说 以 20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青 藏
高原边防战区为背景，讲述了女兵班
八名女卫生兵的成长故事。故事围绕
女兵郭换金展开，通过她与军医楚直、
参谋景自连、指导员潘容的情感羁绊，
串联起戍边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生死
抉择与精神淬炼。郭换金不顾自身安
危连续两次为战友献血，景自连为掩
护战友壮烈牺牲，楚直以生命为代价
破解怪病，潘容则以“我拼了命，死在
你之后”的誓言诠释另一种深情……
他 们 以 实 际 行 动 守 护 身 后 的 万 家 灯
火，将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融为一体，
展现了戍边战士以身许国的崇高思想
境界。

在结构方面，毕淑敏善于借助具
体事物来架构故事。在她笔下，看似
寻 常 的 事 物 成 了 连 接 人 物 情 感 的 纽
带，成了组织故事情节的线索和吊起
读者胃口的悬念，带给我们酣畅淋漓
的阅读感受。一把挂着半白发丝的桃
木梳，见证了古墨和丈夫的生死契约；
郭换金与景自连互赠从体内取出的弹
片，是惊险的经历，也是温暖的记忆；
潘容费尽心思用电影胶片制作的浪漫
书签，却在离别之际才交到心上人手
中……桃木梳、弹片、书签等信物，串
联起各种生死之托，彰显了战士们对
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这是对军旅文
学传统意象系统的一大突破。

在这部小说中，毕淑敏花了大量
文字描写人物的阅读经历。古墨在病
危时赠予郭换金一箱书，郭换金如获
至宝。为了读到更多好书，郭换金请
前来借书的人以书换书。在换书过程
中，潘容成了郭换金的“阅读搭子”，他

们经常交流阅读心得，讨论鲁迅、陀思
妥耶夫斯基……郭换金的藏书颇受欢
迎，甚至有人为了一本童话书长途跋
涉几百公里。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高原
上，共享图书成了战士们心灵的后花
园、精神的补给站，体现了文学经典对
人精神成长的滋养意义。

读《昆仑约定》，我不禁想起王昌
龄的边塞诗《出塞》。虽然现在边境太
平，但我们仍需要“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对医
生来说，“楼兰”指各种疾病；对警察来
说 ，“ 楼 兰 ”指 犯 罪 分 子 ；对 消 防 员 来
说，“楼兰”指熊熊烈火……不管从事
什么职业，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破自
己的“楼兰”，登自己的“昆仑”。毕淑
敏描写高原士兵的故事，不正是为了
唤起我们对家国情怀的深度认知，对
精神海拔的不懈追求吗？

这部作品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
边关冷月里的无悔坚守，也让我们在

平凡生活中重新审视初心。愿我们都
能以书中战士为榜样，怀揣赤子热忱，
奔赴时代之约，让精神的丰碑永远屹
立在生命的昆仑之巅，用热血铸就属
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凌云壮志。

在中国传统节日的璀璨星空中，
端午节犹如一颗镶嵌着多重文化瑰宝
的恒星，其光芒穿越时空的隧道，在当
代 社 会 折 射 出 深 邃 而 悠 远 的 历 史 回
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所著
的《端午》，便是一部以学术为经纬、文
化为底蕴，为现代读者精心编织端午
文化记忆的典范力作。

这 部 作 品 不 仅 展 现 了 学 术 的 深
度，更兼具了大众的可读性，它系统而
全面地梳理了端午节的起源、流变及
其丰富的节俗内涵。通过近 70 幅全彩

高清图，作者以视觉叙事的方式，引领
读者踏上了一场从历史深处延伸至当
代生活的文化之旅。

在端午起源的阐释上，刘晓峰并
未局限于单一的历史人物纪念说，而
是 展 现 出 了 学 术 研 究 的 立 体 与 多
元 。 他 既 承 认 了 屈 原 传 说 在 文 化 传
承中的“后来居上”之势，从唐代文秀
的诗句到楚地百姓的民间记忆，这一
传 说 无 疑 为 端 午 节 注 入 了 忠 贞 爱 国
的精神内核。然而，他的探索并未止
步，而是借助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双重
证据，揭示了端午节更为古老的起源
之 谜 ：夏 至 时 节 的 天 文 观 测 、吴 越 民
族的龙图腾祭祀、汉代五月丙午的铸
镜巫术，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深厚
基石。

书中深刻指出，古人将五月视为
“恶月”的深层逻辑，源于对自然规律
的敬畏与尊崇。阴阳五行学说中“五”
的神秘属性，与仲夏时节“飞龙在天”
的星象崇拜交相辉映，催生出驱邪避
毒 、铸 器 采 药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仪 式 活
动。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习俗，实则
蕴含着古代先民调和阴阳、顺应自然
的生存智慧。

刘晓峰对端午习俗的剖析，堪称
一 部 生 动 的 文 化 民 族 志 。 他 既 描 绘
了龙舟竞渡的壮阔场景，从河姆渡的

独 木 舟 到 明 清 宫 廷 画 中 的 龙 舟 夺 标
图，竞渡活动从图腾祭祀逐渐演变为
凝 聚 族 群 的 盛 大 仪 式 ；又 解 码 了 菖
蒲 艾 草 的 文 化 符 号 ，这 些“ 天 然 卫
士 ”被 赋 予 驱 邪 功 能 ，实 则体现了古
代卫生防疫的实践经验。此外，他还
挖掘出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秘闻”，
如汉代铜镜上的铭文、清代《午瑞图》
中的粽子与蒲草等，这些细节之处无
不 彰 显 出 端 午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与 多
元面貌。

作为深耕东亚文化研究的学者，
刘晓峰将端午节置于更广阔的文明对
话场域中进行考量。他详细考证了端
午节俗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传播轨迹，
从日本的“男孩节”到韩国的江陵端午
祭，再到越南的粽叶包裹方式，这些跨
文化比较不仅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影响
力，更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变异与在地
化过程的深刻思考。

该书的编辑也匠心独运，实现了
图像与文字的深度融合。明代陆治的

《端 阳 即 景 图》、齐 白 石 的《端 午 美 味
图》等画作，不仅是节日美学的生动展
现，更是物质文化史的珍贵注脚。清
代《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中的龙舟竞渡
场景与宋代《金明池争标图》的市井风
情交相辉映，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了节
俗的传承与演变。特别是对汉代铜镜

纹饰、敦煌文书残卷等文物图像的解
读，更是构建起了物质文化与精神信
仰的双重证据链。

在追溯历史的同时，刘晓峰始终
保持着对当代社会的敏锐洞察。他深
刻指出，在工业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
的时间纽带后，端午的节气智慧反而
显现出了新的时代价值。夏至时节的
药草采集、阴阳调和的养生理念等，与
现代生态观念不谋而合。而对“粽子
咸甜之争”的民俗学解构，则揭示了食
物背后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这种
将日常习俗上升为文化分析的视角，
为传统节日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宝贵的
转化思路。

《端午》一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
打破了“节日百科”式的扁平化书写模
式，将端午节视为一个不断生长、充满
活力的文化生命体。从先秦的星象崇
拜到当代的非遗保护，从屈原的悲壮
投江到齐白石的粽香墨韵，刘晓峰以
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笔触，完成
了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与精彩
呈现。当读者跟随文字穿越时空的隧
道，在青绿山水画间目睹龙舟破浪前
行，在铜镜铭文中感受时间的温度时，
便会深刻理解作者所言：“端午节不是
博物馆里的静态标本，而是流淌不息
的文化长河。”

《人生小满胜万全》：

邂逅生命的丰盈与留白
彭宝珠

热血铸就凌云志 丹心谱就报国章
——读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

周飞

跟着文学去跟着文学去旅行缘何受欢迎旅行缘何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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