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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杜贵晨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是古代奉祀孔子最重
要的地方。不仅如此，曲阜还是炎黄故地，中
国文化、华夏民族最重要发祥地之一，加上这
一点，它更可以在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史上，占
有一个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曲阜是黄帝的故乡。在中国的古史传说
中，炎、黄是原始部落兼并中形成的两大独立
的部落集团，以两大集团的融合为中心，形成
后世的华夏民族。在这一融合过程中，黄帝部
族起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中国历朝历代，清明
祭祖，总是派员致祭于陕西的黄帝陵，以缅怀
这位对中华民族形成有最大贡献的人物。但这
位葬于黄土高原的黄帝，却是山东曲阜人。

据《帝王世纪》《史记》等古史记载，黄
帝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
门之北”；“居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鲁
城东门之北”。“鲁”即曲阜，从上述记载
看，“寿丘”“轩辕之丘”都在鲁东门之北，
应当就是同一个地方，即今曲阜城东四公里旧

县村东北的寿丘，它的标志即现在少昊陵后面
的一座土岗名云阳山，那里正是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共同祖先——— 黄帝出生和长期生活过的地
方，这与另有记载黄帝自穷桑徙曲阜的说法，
也大致相合。所以，著名学者何心在《诸神的
起源》一书中说：“传说黄帝出生于山东寿
丘，后迁河北涿鹿，最后还乡定居于曲阜。”
是很对的。不过他说“轩辕之丘……在今日的
泰山之上”并不准确，因为黄帝既“还乡定居
于曲阜”，其“轩辕之丘”也就应当在曲阜，
同时“泰山之上”也是不便定居的地方。人们
把“轩辕之丘”作为黄帝生地的寿丘的又名，
是最自然而合理的解释。

曲阜又是炎帝、少昊曾经定都过的地方。
史载“炎帝神农氏自陈迁都于曲阜”，学者以
为可能是炎帝打败了黄帝，一度占领曲阜，并
把曲阜作为自己新的都城；又有记载说，少昊
为“五帝”之一，黄帝之子，以修太昊（一说
太昊即黄帝）之法，故称少昊，以金德王，故
又号“金天氏”。“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
位，徙都曲阜”，在位八十四载，寿百岁崩，
葬云阳。“穷桑”无考，有人说是曲阜境内某
地。“云阳”即上面提到的云阳山。这就是
说，少昊在穷桑称帝后，即迁都曲阜古城，并
最后死在这里，葬于寿丘。今寿丘云阳山前有

少昊的陵墓。宋代的皇帝把轩辕黄帝作为自己
的始祖，少昊自然是他祖宗第二，便大兴土
木，建景灵宫、太极殿以祀黄帝和他的妻子嫘
祖，重修少昊陵，以一万块石块护砌成棱台
形，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陵墓建筑。后来景灵
宫、太极殿毁于战火，少昊陵仅存。少昊陵因
是一万块石筑成，旧时俗称“万石山”，现在
当地人称它是“中国的金字塔”。少昊陵虽然
比埃及金字塔小了许多，但是论其形貌性状，
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形容。另外，“五帝”中
的舜还曾在寿丘制作用具，也是史载中国古先
文明的一个佳话。

因此曲阜是黄帝的故乡，也是炎帝、少
昊、舜等中华古帝曾经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这
样，古代“三皇五帝”中，就有一人生于斯，
一人葬于斯，三人都于斯，四人曾经居于斯。
这些虽然只是古代传说，算不得信史。书面记
载史前可靠的事实不多，相比之下，这些有关
的记载，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可靠的资
料。同时，近年来在寿丘不远的地方，曾发现
原始文化遗迹，证明早在五千年到几十万年
前，这里就已有人类生息，并且创造过当时高
度发达的文化。所以正如何心先生所说：“从
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看，位于中国东部以
泰山曲阜为中心的泰沂山区，乃是华夏古文明

最重要、最集中的起源地之一。”
总之，曲阜不仅是孔子故乡，而且是炎黄

故地。早在孔子之前很久远的年代，曲阜就已
经是神州大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
在到曲阜观光的游客，看过“三孔”（孔庙、
孔府、孔林），往往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其
实他们看到的，至多只是曲阜古代文明的后
半。作为炎黄故地的曲阜，更是养育了孔子的
地方。看了寿丘和少昊陵再看“三孔”，或者
进一步看了寿丘和少昊陵，然后看周公庙———
祭祀那位相传为中华“礼义之邦”制“礼”的
大圣人周公的庙宇，再然后看“三孔”，知道
了曲阜为炎黄文化最重要、最集中的起源地之
一和曾是它一脉流传最为辉煌的地方，才能更
深刻理解曲阜能有孔子和孔子能为中国和世界
文化巨人的历史动因。

这样一路走来，从寿丘到“三孔”，游者
走过的只是很短的一程，但恰如在远古的历史
长廊散步，领略到的是华夏文明长河上游一段
漫长而古老、旖旎而遍是芬芳的风景。唐代大
诗人高适的诗说：“前临少昊墟，始觉东蒙
长。独立岂吾心，怀古激中肠。”读者倘得宽
余，信步于此，斯文在目，览古怀先之意，不
亦远乎！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炎黄故地话曲阜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王小曼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大型青春励志剧《青山遮

不住》今天在济南市莱芜区709文化产业园开机。
该剧勾勒出一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中国经济变革的时代图景，再现父辈的光荣。《青山
遮不住》根据作家王沂力同名小说改编，以“小三线”
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青山环抱、条件艰苦的“鲁
中电讯十三厂”二十余年的兴衰变迁，以洪远山(俞
灏明饰)、路小青(李曼饰)、公天亮(李乃文饰)、左红卫
(徐小飒饰)、夏琳(孙骁骁饰)为代表的一批时代青
年，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为国家通信建设抛洒
热血、奉献青春，也在爱情、友情、亲情中寻找自我、
升华人生的情感故事

电视剧《青山遮不住》开机

据新京报，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已备案博物馆
达5535家，比上年增加181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1710
家。全年举办展览2 . 86万个，教育活动33 . 46万场，接
待观众12 . 2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亿多人次。免费开
放博物馆达到4929家，全年接待观众10 . 22亿人次。

“十三五”以来，我国平均每2天新增一家博物
馆，达到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普惠均等成为我国
博物馆发展的显著特征。

今年抗疫期间，全国博物馆系统推出了2000多
个线上展览，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并启动抗疫见
证物征集工作，“为明天收藏今天”，展现了文博行业
的责任担当。

汪曾祺纪念馆开馆

据澎湃新闻，5月18日，汪曾祺纪念馆在老人故
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其百幅书画精品亮相。

今年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
家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汪曾祺纪念馆古朴大方
兼具现代简约，远看就像七摞掀开的书稿，仿佛对应
着汪老先生擅长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书信、杂
著、谈艺等七类文学体裁。“通过形态错动与叠加，形
成了多个内院，宛若当年汪家大院的院落天井，充满
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据介绍，馆内两层建筑共布
置了11个展厅，分为“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
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五大
主题，每个篇章连接在一起，全面展现了汪老先生著
书立说、潜心创作、趣味人生的大师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生前在北京的书房实物
整体落户纪念馆二楼，成为该纪念馆重要的实物馆
藏。展厅书房里所展示的书柜、沙发、桌椅等，既真实
还原汪老先生在北京的书房，又通过透窗设计融入
市井生活的互动，让广大“汪迷”真真切切地领略一
代文豪的大家风范与平常风度。与此同时，“百年汪
老”书画作品展开展，现场共展出100幅书画，其中，
书法作品16幅、国画作品84幅，皆为汪曾祺亲笔书写
绘就的书画精品。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我国博物馆总数达5535家

平均每2天新增一家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9日是中
国旅游日。博物馆是近年来文化旅游界的热
词。过去，博物馆里的文物、藏品躲在玻璃
柜中，面孔古板、乏人问津；而今，随着文
旅融合的发展，它们以各种方式和姿态
“走”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亲近博物馆，
乃至跟着博物馆去旅行。那么，博物馆“火
起来”究竟有何秘笈？如何进一步“让文物
活起来”？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打开一张野餐餐布，美食与鲜花围绕，
仰卧草坪享受亲子时光。5月16日上午，青
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的周末活动，令市
民王艺喜出望外：8岁的女儿捧着“寻宝
图”穿梭在总督楼“认”文物，和其他小朋
友一起采集树叶制作植物画，自己动手做牛
油果沙拉，享用家庭牛排套餐。

“整个体验都非常棒，之前孩子不爱来
博物馆，更想去游乐场，现在这里有吃有玩
又有文化体验，孩子很感兴趣，下次还要报
名！”王艺还注意到，“馆区疫情防控做得
很放心，大概三五组家庭在草坪区活动。”

文旅融合的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出
游人群把博物馆列入游览计划。尤其是伴随
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热播，“跟着博物馆去
旅行”、“为一座馆，赴一座城”成为受更
多游客青睐的旅游方式。数据显示，央视
《国家宝藏》开播后，通过“博物馆”搜索
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在携
程上，国内博物馆旅游线路已达近千条。

最近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云游博
物馆”、直播带货，这些原本与博物馆不沾
边的，变为博物馆的全新亮相方式。工作人
员化身“主播”，线上解读博物馆的历史、
馆藏、文物、文创和展览。不少博物馆和讲
解员口碑蹿升，备受好评，成为提供文化服
务的一种新尝试。

随着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全国博物馆
的“云游”活动更加精彩纷呈，公众足不出
户也能纵横万里领略祖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传
承，开阔文化眼界，尽享文化盛宴。5月18
日，在“文物山东·岱海同天”山东博物馆
直播联动活动中，10家文博单位按顺序依次
进行直播接力活动，每馆30分钟，活动持续
5小时。用时下观众接受程度较高的“云
游”博物馆的形式，满足大家对文博知识和
信息的需求，为全网用户奉献了一场山东文
化旅游的饕餮大餐。

同时，网上看展、线上游览、直播购
物，一系列“云游”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公众
亲近历史文物、传承文化经典的热情。以敦
煌研究院的“云游敦煌”项目为例，网民不
仅可以近距离欣赏精美的敦煌石窟壁画、彩
塑、石窟建筑，还可以参与“私人定制”壁
画故事等互动活动。该项目上线10天，总访
问量已超500万人次。

家住济南的大三学生张智雅，疫情期间
“云游”了十多家博物馆。5月17日下午，
在“了不起的中国博物馆——— 文创有意思”
直播专场，张智雅在听博物馆文物故事的同
时，入手了不少文创“好物”。其中，来自
山东博物馆的衍圣公·文曲喵功能手办，颇
受欢迎，它的创意来源于馆藏文物“明衍圣
公朝服”，被网友称为“可爱潮玩”。

此外，除了恢宏壮观的“国家队”，济
南胶济铁路博物馆、青岛贝壳博物馆等一些

专题博物馆也办得特色鲜明、妙趣横生，由
小众走向大众，吸引了不少游客。

从“冷”到“热”，从“物”到“人”

“10年前，博物馆以物为本，保管好藏
品是第一位，至于什么样的观众看展览、是
否喜欢看，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苏州
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喆在采访中说，如今博
物馆的理念发生了转变，教育成为博物馆首
要功能，观众被放在第一位。据调查，苏州
博物馆70%的观众来自外地，“这促使我们
思考并探索——— 怎样调动文化资源为游客更
好地服务”。

博物馆从“冷”到“热”，背后是由
“物”到“人”观念的转变。这其中，文旅
融合释放了发展新动能。专家认为，博物馆
与旅游业相结合，需要转向，即向产业靠
近、向旅游者的消费习惯靠近，这其中蕴藏
着巨大的文化创意发展空间。

一枚小小的贝壳能打开通往蓝色海洋的
大门，偏自然科学类的青岛贝壳博物馆，近

两年成为不少学校研学旅行的热门打卡地。
馆长耿秉介绍，在当前的研学旅行市场，博
物馆因自身资源禀赋和独特魅力，非常占优
势。从携程上可以看到，大家对博物馆评价
最多的就是贝壳种类繁多，讲解生动专业。
从往年情况看，青少年观众占7成以上，研
学旅行占一半。

记者采访发现，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
中的公益性明显，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同
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叠加产生“1+1＞2”的效果。一项研究表
明，2018年，南京博物院为南京市带来了餐
饮、住宿、购物等旅游收入约16 . 19亿元，带
动了1349个直接就业岗位和4722个间接就业
岗位。

同样，2019年，济南市博物馆的创新，
为济南“夜经济”提供了更多选择。一方
面，逢重要时间节点、传统节日开放夜场参
观。济南市博物馆在国庆节、重阳节延时开
放至晚6点，满足千佛山景区游客的观展需
求，国庆期间市博物馆日均参观人数达到
7000余人，同比增长35%。打造市博物馆文

创体验中心并开放至晚9点，为游客夜间文
化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下辖场馆济南曲山
艺海博物馆夏季延时开放至晚8点，吸引近
万名游客前来体验曲艺文化。另一方面，推
出“夜游博物馆”专题活动。济南市博物馆
以馆藏文物和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为策划元
素，利用古琴乐舞、话剧表演、“碧筒饮”
体验等多种形式，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活
动持续至晚8点半。济南曲山艺海博物馆作
为“全国非遗曲艺周”分会场，下午3点至
晚8点的演出吸引大批曲艺爱好者前来，要
求返场之声不绝于耳。

山东博物馆馆长郑同修认为：“因为博物
馆，爱上一座城，爱上齐鲁大地。这是我们博
物馆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火”起来，更要“活”起来

博物馆如何由“火起来”向“活起来”
转变？要做到“活起来”，就要让文物的价
值内涵“活起来”。必须紧扣机构定位和功
能，在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上下功夫。

采访中，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直言，
文创是博物馆服务的延伸，好的文创是博物
馆的一部分。“观众喜欢一个文物，不可能
把它带走，但可以把凝聚着文物元素的文创
产品带回家，承载一段美好的参观体验。”

然而，做好文创并不简单，记者了解
到，有的文创毫无新意，一个物件印哪家牌
子就属于哪家；有的文创费尽心思，顾客却
不买账，因为不接地气。

真正好的文创，一定是文化和创意的完
美结合。在孔子博物馆，最热销的文创产品
是一款“考我不倒”不倒翁。“不仅因为
‘佑考’寓意好，还有很多现代设计理念在
里面。”作为孔子博物馆唯一授权方，山东
丘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博介绍说，
比如夫子的造型是圆圆的，这样更受欢迎；
材质是无毒的搪胶，即使小朋友误放在嘴里
也不用担心；价格非常亲民，而且设计团队
国际化等等。“博物馆坚持走原创路线，所
以我们每一款文创产品至少打磨半年。”刘
博向记者展示了讨论群里刚刚被“毙掉”的
一款设计图案。

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和服务水平，离不开
先进技术。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文博系统开
启了一场几乎是全覆盖的集体“云游”行
动。5月17日，记者搜索国家文物局官网显
示，“博物馆网上展览板块”已收录423个
展览，其中，有全景故宫、大哉孔子展等
148个虚拟展览。

“云游”给公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和文化熏陶，突破天气、交通、客流量、地
理环境等传统旅游形式的局限，节省了时间
和经济成本，使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拥有“诗
和远方”。“云游”博物馆的独特魅力在
于：有了数字化探索，更多人更早地可能与
故宫里的珍宝、莫高窟的壁画、山东博物馆
镇馆之宝等见面。他们只要动动手指，就能
近距离领略这些艺术瑰宝的风采和博物馆的
魅力。事实上，通过VR等现代技术，线上
观展的体验已非常接近现场参观。

“博物馆+新技术”，打破了常规观展的时
空界限，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长期以来，文博行业在社会服务方面对先进
技术的应用一直是滞后的，橱柜式展陈、文字
和人员解说成为历史常态。本次疫情防控要
求的倒逼，客观上推动了文博行业对现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进入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
行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新常态。”中国旅游
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会长、山东
大学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王德刚说。

“文曲喵”手办后的博物馆进行曲

山东博物馆的衍圣公·文曲喵功能手办，颇受欢迎。

5月18日，人们在山东博物馆参观展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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