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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腊月初八一到，年味儿渐浓。北方民谚曰：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古代，先民们在十二月举行“腊祭”，那时腊
日没有固定日期。在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
为“腊日”。晋代以后，以十二月为腊月，所以十
二月八日称为“腊八”。后来传说佛祖于这天成
道。为了纪念他，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各大
寺庙都在这天举行浴佛会，做七宝五味粥。此
后，腊日、熬粥这两个元素合二为一，演变成腊
八粥的习俗。

在齐鲁大地上，腊月八日这一天，曾陆续兴
起喝腊八粥、做腊酒、施舍、穿耳、解痘瘟、扫屋
等风俗。这些民俗，像化石一般，有的倔强地露
在地表，有的深埋于时间长河中。

腊八粥所用食材在不同时期、地域，各不
相同。在明代，刘若愚《明宫史》中记：“初
八日，吃腊八粥。先期数日，将红枣捶破泡
汤。至初八日，加米、白果、核桃仁、栗子、
菱米煮粥。供佛圣前，户牖、园树、井灶之
上，各分布之。举家皆吃，或亦互相馈送，夸
精美也。”这说明，明代腊八粥，除供佛圣
外，还需祭园树、祭井灶。在邹城，这种风俗
沿袭至今，在东部乡镇仍有往院里果树上抹
“腊八粥”的习俗，如桃树、石榴树、梨树、
枣树等。据传说，果树喝了“腊八粥”，来年
结果多。剩下的粥，倒在瓦盆里，自然凝冻，
留到年底也不会坏。

到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

载道：“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
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
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
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
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
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
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
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
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贾宝玉向林黛玉
讲腊八粥，说是林子洞中的耗子精要熬腊八
粥，山下庙里果米最多，“米豆最多，果品却
只有五样，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
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

正宗的腊八粥，熬成后应是红的。旧时有
钱人家要撒以青丝红丝，再在粥面上用白糖撒
上“喜”“寿”“福”字，然后馈送亲友。而
在德州，腊八粥用八种粮食和果品制作，其中

必定有枣，象征吉祥。腊八粥的枣是“早”，栗子
是“力”，就是早下力气，争取明年五谷丰收。要
把腊八粥做得稠一些，黏糊糊的，黏是“连”的谐
音，意味着连年丰收。即墨把腊八节作为农家的
节日，据说取自“七人八谷”，是对谷的纪念。

通过谐音，赋予节日非凡意义，是传统文
化的底色之一。腊八这一天，人们把蒜瓣放到
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
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
美。而腊八蒜与腊八算有关，民谣唱道：“腊
八粥、腊八蒜，放债的送信，欠账的还钱。”
过去，债主会在年前派伙计去催债，送上一些
腊八蒜，含蓄表达收账意图。

腊八了，打开家里粮仓，花生、赤豆、小
枣，薏米、江米、黄米，或多或少，不拘一
格。热气腾腾一锅大杂烩，一年的福根儿都融
在一碗粥里，呼噜呼噜喝个尽兴，热盼着新年
到来。

腊月初八这天，齐鲁大地上曾陆续兴起喝腊八粥、做腊酒、施舍、穿耳、解痘瘟等风俗，像化石一般，

有的倔强地露在地表，有的深埋于时间长河中———

一碗腊八粥 热盼新年到

□ 本报记者 赵琳

辞旧迎新之际，“高山景行——— 孔子文化
展”作为2019年国家博物馆的“压轴”大展之一，
于2019年12月27日隆重开幕，为期四个月。国博
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系统
展示孔子思想形成、发展以及传承的历史，十分
震撼。

这场展览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孔子故
乡——— 山东的深度参与。一方面，展览的主办方
之一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协办方是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孔子博物馆；另一方面，孔子研究院
院长杨朝明被国家博物馆外聘为本次展览的策
展人，从初始环节就参与策划。12月30日，本报
记者在济南采访了杨朝明，听他介绍展览的精
彩之处，以及这场“压轴”大展的时代价值。

亮点：
700余件展品系统展示孔子思想

“高山景行——— 孔子文化展”作为国家博
物馆2019年的压轴大展，汇集了包括东汉《熹
平石经》残石、“商周十供”等孔庙礼器、
《仪礼》简在内的珍贵文物、古籍以及艺术品
240余件(套)，总共700余件，其中还有40余件
当代孔子文化题材美术作品，力图为观众和研
究者讲述孔子文化的思想脉络与深远影响力。

本次展览分为“孔子的生平与思想”“儒
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儒家学说的国际传
播”“孔子题材艺术作品”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孔子的生平与思想”，简述面
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如何“祖述
尧舜，宪章文武”，系统总结、继承、发展了
上古三代的中华文明，并积极入世实践，奠定
了孔子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第二部分“儒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展
示了孔子开宗儒学，经两汉时期的独尊，魏晋
隋唐时期与释、道的交融，宋明理学的发展，
清代的总结，以及近现代的反思。

第三部分“儒家学说的国际传播”，一方
面展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焕发出新
的光彩，另一方面表现了孔子思想所蕴含的哲
学、伦理、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智
慧，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和启
迪。

第四部分“孔子题材艺术作品”，选取了
40余件国画、油画、雕塑等表现孔子形象及思
想学说的艺术作品。

记者了解到，这次展览电子大屏幕上循环
播放祭孔大典，观众还可以通过VR技术陪孔
子“侍坐”，亲身体验孔子与弟子畅谈理想的
场景。

价值：
把先哲从历史中“唤醒”，观照时代

展览虽名“孔子文化展”，但杨朝明认为，展
览其实是介绍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孔子文化’，指的就是孔子、儒学以及中
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

整个展览将孔子儒家思想置于中华文明发
展的整个历程中，用大历史观去理解把握孔子
文化，将孔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分成三阶段：
从尧舜到孔子乃至孟荀的先秦时期，儒学具有
德性色彩；秦汉到清末的帝制时代，儒学与社
会政治结合，染上了威权色彩。辛亥革命以后
尤其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开始反思儒学。杨朝
明认为，展览对于孔子文化这一阶段性特征的
梳理，有助于国人对孔子儒学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如今在国家最高历史
文化殿堂熠熠生辉。为什么对于今人并不陌
生？杨朝明也发出如此之问。“恰恰是他及继
承者深刻反思历史，总结现实，使孔子的思想
学说具有了特殊的高度与深度。”杨朝明说，
以文物为载体，背后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通过展览，我们轻轻把中国的哲人从历史
中唤醒，让他的思想价值润物无声，跟每一位
观众相遇并对话。

国博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高山景行———

孔子文化展”启幕，国家博物馆今年压轴的“三
大文化展”（“证古泽今”“隻立千古”“高山景
行”）荟萃一堂。这些精神标识从不同维度解读
着中国人的文化密码。

期待：
让今人走近孔子，正本清源

“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强大与否，取决于其内
涵的说服力、形式的吸引力、历史的影响力和未
来的延续力。我们要感佩先贤，我们今天能够受
益于他们留下来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而这，
便是我们获得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国博展
览现场，关于“高山景行——— 孔子文化展”的这
样一段讲解，引来了观众由衷的认同。

了解中国，就要从孔子开始。杨朝明认为，
中国历史经历漫长发展，孔子思想与历代社会
深入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找不出
第二个人，像中国的孔子这样，在差不多两千五
百多年的日子里，受到无数人的关注，从尊崇、
膜拜，到评论、指责，乃至谩骂、揶揄，竟从未中
断过。“今天我们要走出迷茫，就必须正本清源
地去认识孔子、认识儒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
发现，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脉相通之处，是建
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

“孔子文化展”成国博2019“压轴”大展

策展人杨朝明详解“来龙去脉”

据新华社上海1月1日电 元旦的上海老城
厢——— 豫园游人如织，游客们在欣赏传统民俗
文化、品尝传统美食的同时，也体验了现代设
计、趣味游戏等都市时尚。

“闻香留步九曲桥，知味停车绿波廊。”豫园
九曲桥畔的老字号酒家绿波廊中午时分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用餐，“一帅九将”菜品以惟妙惟
肖的果味象形松鼠鳜鱼为“帅”，“九将”则汇聚
吸收各大菜系的经典并加以创新改良，让人感
受到海派菜海纳百川的魅力。

在豫园，众多老字号凭借产品创新、升级品
牌赢得消费者喜爱。珠宝首饰品牌老庙、亚一追
寻年轻脚步，跨界年轻潮流，“时来运转系列”

“天作之合系列”等产品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童
涵春堂传承中医药文化，融合现代养生理念，为
当代年轻女性打造养生美颜系列茶包。

老字号梨膏的产品从原有的药梨膏、梨膏
糖衍生出梨膏薄荷糖、梨膏夹心巧克力、梨膏露
饮品。五香豆系列产品延续记忆中的味道，融合
现代工艺技术，新推出蟹黄、香葱等多种口味豆
瓣。上海老字号激荡海派新“国潮”，焕发生机和
活力。

老城厢聚人气，不只借老字号，也要靠新体
验。在豫园商城的文昌路上，有一扇“隐藏”在店
铺之间的神秘大门。推开大门，是一道被焕彩灯
光点缀、盘旋而上的楼梯，犹如通向神秘世界的
时光通道。通道的另一头，便是用VR高科技构
建起的敦煌梦境。

记者了解到，展览的创作团队从敦煌843个
石窟中精心挑选了6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宝窟
进行VR技术创作，敦煌为人们熟知的飞天、九
色鹿，以及被誉为“敦煌经卷”的敦煌文书等元
素，都会通过新技术得以全新呈现。

豫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元旦期间，豫园
以“国潮”年轻化为线索，串联旗下众多品牌资
产、文化空间、互联网平台。深入挖掘自己所拥
有的文化资产资源，形成文化创意产品，传统中
注入新活力，丰富节日文化生活。

简洁的皮具版型、华美的服饰面料、极具设
计感的鞋品……元旦当天，在与豫园相隔不远
的BFC外滩金融中心，一家奢侈品店吸引不少
消费者前来购物。近年来，中国市场消费升级趋
势凸显，时尚和消费品领域也受其影响而水涨
船高，纷纷抢滩中国市场。

未来，BFC外滩金融中心和豫园将实现双
向赋能，融合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旅游、消
费、金融、商业和自然景观的“大豫园”文化片
区，打造成上海的地标新名片。

老城厢里过新年

传统中邂逅新时尚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玩会跳船》是一出文戏，一定程度上，文
戏比武戏难演得多，难就难在把人物微妙的情
感变化传达准确，真正做到传神。”东柳戏院，尹
春媛和小伙伴们正在乐队伴奏下，为新年后的
两场柳子戏演出认真排练。

1月2日、3日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
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省柳子剧团）演出的

“柳韵古萃”2020年山东省柳子剧团精品折子戏
专场，将在济南山东省会大剧院连演两场。两场
演出剧目相同，戏迷们有机会欣赏到《玩会跳
船》《孙安动本》《张飞闯辕门》三出柳子戏经典
传统剧目。其中，《玩会跳船》由省柳子剧团三位
优秀青年演员担纲主演。尹春媛饰演白月娟，尹
春丽饰演丫环云霞，侯苗苗饰演书生萧文勤。

这出戏的大致剧情是：白郎中之女白月娟
带着丫环云霞，于端阳节龙舟盛会上，巧遇书生
萧文勤，白与萧一见钟情，经过遗钗拾钗铺垫，

两人诗扇为媒，跳船相会，共结连理。
演白月娟，尹春媛已是轻车熟路。每逢演

出，她从不懈怠，仍然一遍遍到排练场上找感
觉，“都要好好揣摩，让自己把表情、身段、动作
都拿捏准了，还要自然，不露出表演的痕迹。”

说文戏比武戏难演，尹春媛深有体会。她学
武戏出身，扎大靠的戏也能轻松驾驭，“相对来
说，武戏还是有些标准化、技巧性的尺子去衡
量，完成好了就成功了，文戏没有这样的标准，
越是没标准，就越难做。”尹春媛说，初学文戏，
她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过来，动作不自觉地就

“架”起来了，“文戏也有一股子劲，是柔劲韧劲，
僵硬了不行，太放松了也不行。”

出演《玩会跳船》里的白月娟，很考验演员
的功力。尹春媛说，这里有段精彩的“拉线”戏，
典型地体现了柳子戏的艺术特点。“两人爱慕的
眼神像拉起一根线，这根线象征着爱情。小丫环
感觉好生纳闷，把‘线’捏起来，拉一拉，两人眼
神竟也跟着一起转动。这段表演，正好也把白月
娟主动大胆追求爱情的心理、小丫环的天真烂
漫都生动表现出来。其中，用到很多柳子戏的经
典表演动作身段，又很有趣，观众都很爱看。”

表演水平的迅速提高，有赖于聪颖和悟性，

离不开扎实的训练和锻炼。尹春媛进入省柳子
剧团后，练功从未放松，而且当时剧团有明确要
求，每年每个演员要出两个单人的折子戏，不好
好练功，目标很难达到。后来，她又考入中国戏
曲学院学习。学习期间，尹春媛和同学们一起开
始“原创”尝试。

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她又回到省柳子
剧团。演出之余，她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2017年
度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持项目、新
编柳子戏《惊蝉记》的创作。这台戏以柳子戏五
大基本曲牌为基础，既保留剧种的传统韵致，又
在伴奏音乐等方面大胆突破，呈现了古典韵味
与现代风格的交融。

近年来，尹春媛先后演出的既有传统经典
戏，也有新创作的剧目，凭借出色表演，她曾获
得全国第八届小梅花戏曲大赛金奖，在第三届、
第五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赛上分获红梅花
奖、红梅金奖，2011年获山东省地方戏中青年演
员比赛一等奖，2014年获山东省第五届红梅大
赛一等奖等。如今，她认真锻炼自己的舞台艺术
水平，积极参加剧团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她
看来，这既能满足群众欣赏柳子戏的需求，又能
传承发展柳子戏艺术，怎会不倾心倾力为之！

尹春媛：一个眼神带活一场戏

□新华社发
中国影视业2019年的成绩单令人振奋——— 中国

电影票房再创新高，比2018年提前22天突破600亿元
大关，全年票房达到了642 . 66亿元。

春节档的《流浪地球》，暑期档的《哪吒之魔童降
世》，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大超业内人士与
广大观众预期的国产影片一部接一部上映，预示着
未来中国电影光明的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自2020年1月1日起，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将调整开放时间并实行
全网售票。

全年除法定节假日外周一闭馆，恭王府每日开
馆时间8:30，停止检票时间16:10，闭馆时间17:00。
取消现场售票窗口，实行全网分时段售票，每日限
售3 . 2万张；届时观众可凭身份证检票入园，无须
兑换纸质门票。参观当天，因证件丢失、损坏或其
他情况导致无法验票的观众，可凭预售登记的证件
号联系验票口工作人员。

观众和旅行社可提前10天通过恭王府官网或微
信公众号“恭王府”的“巡·王府”栏目购票，票
务服务电话是4006228228。

北京恭王府实行全网售票
每日限售3 . 2万张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第
六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精彩开启，10部作品43场
演出将陪伴孩子们欢度元旦、春节。

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将持续整个1月。其间，
《长城的传说》《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三只
小猪·变变变》《小吉普·变变变》《皮皮·长袜
子》《小卡车·变变变》《宝船》《小美人鱼》等
剧目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国家大剧
院精彩上演；同时，中国儿艺携《三只小猪·变变
变》赴河北保定阜平县进行公益演出，携《小吉
普·变变变》和《成语魔方》为香港的孩子们送去
欢乐，携《三个和尚》赴智利、秘鲁等地展示中国
儿童剧的魅力。

中国儿艺还准备了多彩的戏剧活动，让戏剧带
来的艺术氛围融入生活。嘉年华期间，观众可通过
“线上打卡”的小程序集积分兑换专属礼品，也可
以到剧场参加“留言板”活动，通过表达自己的观
剧心声，获取新年礼物。嘉年华期间，中国儿艺还
将创造更多机会让观众与喜爱的剧目亲密接触。

中国儿艺

第六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

开启

据新华社郑州1月1日电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建设周期8至10年，建成
后将呈现一个完整的3000多年前的殷商都邑布局。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我国最重要的
古代都城遗址之一。据介绍，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开工后，首先进行殷墟遗址入口区及宫殿宗庙区
环境整治，逐步恢复殷商时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
观。

此外，还将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东侧、洹河北岸
建设殷墟遗址博物馆，这也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
工程。博物馆占地面积215亩，地上建筑面积约4万平
方米，将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考古成果，打
造国际先进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国际交流传播平
台、旅游服务中心和文化产业创新平台。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总投资约150亿
元，规划范围涵盖整个殷墟保护区。项目建设内容
丰富，除殷墟遗址博物馆外，重点实施宫殿宗庙区
及王陵区提升、武官村民俗旅游村和豫北纱厂活化
利用改造等工程，科学划分宫殿宗庙展示区、洹北
商城展示区、王陵与民俗文化展示区、考古学展示
区、创意文化展示体验区、洹河文化景观带和协同
展示区七大功能分区，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建
呈现3000多年前殷商都邑布局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31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

场举行的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上，演员表演中国特
色舞蹈。当日，纽约时报广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跨
年庆祝活动。

□杨庭栋
张子良 报道

1月1日晚，山东
省会大剧院歌剧厅迎
来新年文艺晚会杂技
魔术专场，魔术师为
观众带来《炫彩和平
鸽》，赢得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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