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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27件国宝前世今生

“两年来，不知度过了多少无眠之夜，唯今夜
心情不同。扑面而来的表白，让这一夜，成为我

们与观众、与历史、与理想、与自己的精神狂欢

……”3日晚，《国家宝藏》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节目播出后，面对观众的点赞和业界的好评，节目

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央视 2017年的重磅项目，《国家宝藏》

历时两年研究开发，集结了国内九大顶级博物

馆，包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

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

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九家

博物馆每家挑选出三件镇馆之宝，在节目中为大

家一一呈现，27件文物，件件都是“国之重器”。

《国家宝藏》融合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戏

剧等多种艺术形态，以综艺为外壳、文化为内核，

用真人演绎历史故事的形式讲述国宝“传奇的前

世今生”。这种创新的形式大获观众喜爱，一位

网友评价：“以前去博物馆，总感觉和这些默默无

语的文物有距离，听不明白它想诉说什么，《国家

宝藏》真正做到了通俗易懂，观看节目，有种满满

的感动。这些国宝，原来离我们并不遥远。”

而在曾参与《非常6+1》《回声嘹亮》《开门大

吉》等央视王牌节目，担任过四届春晚总撰稿的

于蕾看来，节目的形式创新其实很容易，难的是

内容创新，“到底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不会说话

的文物‘活起来’？我们要怎样诠释自己的初心，

做到大家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产生走进博物馆的

想法？这是最难的，其实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都

是在摸索节目的模式，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

的东西给观众。”

于蕾说，经过两年时间的精心打磨和难以计

数的推倒重来，最终，确定了“记录式综艺语态”

的表现形式，由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讲述国宝

的前世，而考古学者、文博人员、讲解员作为“今

生人物”讲述国宝的当下，用小品讲故事的形式
串联，穿越古今，串起了国宝的前世今生。于是，

我们看到了李晨扮演的宋徽宗和《千里江山图》
作者王希孟的对话，看到了梁家辉扮演的司马光
和来自“故宫世家”的梁金生一起登场……

通过文物感受厚重历史文化
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物是个比较神

秘、沉闷的题材，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
材？为什么选择这九大博物馆？文物的选择标
准是什么？于蕾和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就此
进行了解读。

“节目播出后，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样
一个如此沉闷的题材？把这样的题材讲得有趣，
是不是很难？其实在我心里，博物馆和博物馆里
的文物从来不是沉闷的，如果人们觉得它无趣，
那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够，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表
达。”在于蕾看来，制作《国家宝藏》的初衷就是希
望激活博物馆的资源，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让
大家看见我们民族最宝贵、最灿烂、最伟大的东
西，“我们在这么长时间的创作过程中，走过很多
的博物馆，了解过很多的文物，真的有无数的宝
贝让我们觉得震撼、感动、骄傲，我们希望能把这
种感受传达出去。”

于蕾说，《国家宝藏》的节目形式经过了两年
的研发，其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拟定博物馆和
文物。“数量上来说，一开始就定的是九家博物
馆，当时想过很多概念，比如禹铸九鼎，定鼎天
下。因为中华就是由这个九鼎来形成的，当时觉
得可以在我们大中华的东南西北中，找九家博物
馆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用博物馆来绘就我们的
中华版图。”

除了故宫博物院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于蕾
最初对其余八家博物馆没有太多概念。后来，于
蕾在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聊过后才得知，我
们国家有八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单院长告诉
我，干脆你就直接找这八家博物馆吧，这样就名
正而言顺了，而这八家博物馆确实也代表了我国
博物馆行业发展第一梯队的水平。”

马萧林介绍，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和中

国现代考古的发祥地，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是传统文物大省。中国考古学首先
是在河南起步的，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发掘的、对河南省安阳殷墟
的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历年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的数量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河
南都是最多的。“河南博物院是首批八个中央地
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是河南文物的‘家’，
我们希望这次能借助央视的平台、通过讲述三件
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来带大家感受厚重
而多姿多彩的中原文化。”

九大博物馆定下来后，文物的选择同样花费
了大量力气，谈到选择文物的过程和标准，于蕾
介绍：“筛选文物的过程，首先是由各大博物馆提
供给节目组一个备选，然后节目组再研究是否适
合。我们选择文物的标准可能和各大博物院最
初的理解不太一样，在我们看来，并不是说一级
文物就一定比二级文物好，禁止出境文物就一定
比不禁止出境的文物要强，我们想要挑选的是那
些背后充满了人文精神和情怀、蕴含着荡气回肠
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的文物，从它们身上，能
够让所有观众感受到它一直到今天还对我们的
民族产生着影响，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
什么有这样的民族性格。”

正是循着这样的标准，这27件“国家重器”从
数以万计的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能代表中国
气派、中国精神的国宝。那么，河南入选的这三件
文物，有哪些特殊的价值？在节目开播前，我们不
妨先来了解一下这三件来自河南的国宝。

三件河南文物本周日呈现
中国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是谁？中国失蜡

法铸造工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最早的
吹奏乐器是什么？……据介绍，即将于本周日亮
相《国家宝藏》的这三件河南文物分别是妇好鸮
尊、云纹铜禁、贾湖骨笛，是从河南博物院的十大
镇馆之宝中选择出来的。

妇好鸮尊，通高 45.9 厘米，口长 16.4 厘米，

青铜盛酒器，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
土。形体呈猫头鹰状，昂首、圆目、宽喙、小耳、高
冠，双翅并拢，双足与垂尾共为三点支撑，后颈有

口，上有盖，内壁铸“妇好”二字铭文。背有兽首

弓形鋬。器身满布缛丽的纹饰，造型典雅凝重，

为商器之精品。

云纹铜禁，通高 28.8 厘米，长 103 厘米，宽

46厘米，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

墓，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 64件禁止出

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是一件春秋中期（公元前

620年—前 467年）青铜器，整体用失蜡法（熔模

工艺）铸就，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贾湖骨笛，长 23.1厘米，出土于河南省舞阳

县贾湖遗址，管身用鹤类尺骨管制成的，磨制精

细，共七孔。专家认为，贾湖骨笛不仅是迄今为

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还是世界上最
早的可吹奏乐器，同时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
器的祖型。它的出土，是中国音乐文化有九千年
文明史的最直接有力的佐证。

那么，这三件文物的明星护宝人是谁呢？于
蕾介绍，护宝人的选择，其实都是和他们所守护
的国宝气质非常相合的。“我们力求让这件文物
和它的守护嘉宾有一种血脉相依、剑人合一、水
乳交融的状态。”在于蕾看来，对于对国宝几乎零
认知的大部分普通观众来说，明星担纲国宝守护

人是一开始触发他们前来观看节目的理由，“但

是我相信最终吸引并传达给观众的，一定是我们

国宝背后的故事，节目中间流露出的动人情怀和

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之前，河南的明星护宝人一直是“犹抱琵琶

半遮面”，昨日下午，《国家宝藏》官方微博终于

公布了护宝人：刘涛、雷佳音、蔡国庆父子。本

周日，不妨和蔡国庆一同听听 8000多年前的笛
声，跟雷佳音一起看看春秋时期摄人心魄的青
铜艺术，从刘涛身上感受一下中国第一位女性
军事统帅的巾帼风采，不妨跟随我们的国宝、明
星护宝人，畅游一次历史长河，开展一场跨越古
今的对话。

昨日，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
病逝的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
集体追悼。这位曾为本报题写“中原宏
音，闻于全国”的老者，曾于 2014 年 5月
底首次来到河南，兴致勃勃地在这里开启
了为期 9天的“中原寻根之旅”，斯人虽已
逝，他却将“乡愁”种在了每一个人的心
田，而他的思想，也将穿越生死，继续滋养
这个世界。

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

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
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几十年来，余光中的《乡愁》被海内
外中华儿女广为传诵。

在余光中看来，乡愁是包括历史和文
化在内的对整个中国的眷恋，2014年 5月
29日开始，余光中先生和绿蒂、汪国真等
人 走 进 河 南 ，开 启“ 中 原 文 化 寻 根 之
旅”。“你如果离开河南十年，再回来，很
多东西不一样了，但你依然有‘乡愁’。”但
他希望，作为一个中国人，永远也不要有
到唐诗、宋词中去寻找故乡、寻找“乡愁”
的那一天。

“余老先生是非常出色的诗人，他的
诗具有典型的中国诗歌的美。很早的时
候，有次我听罗大佑演唱‘给我一瓢长江
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
味，是乡愁的滋味……’当时听了觉得歌
词真是太美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余光中
先生填词，诗人的语言美的程度，不是一
般的作家能够写出来的，好的诗歌是一种
美的教育。”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说，先生虽
然离开了，但他的诗歌依然在陪伴、滋养
着读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又一直陪
伴着我们。

深深陶醉于厚重中原文化
“我千里迢迢来河南，是因为河南文

化源远流长。我 21 岁前生活在长江以
南，之后离开大陆，所以对北方缺乏了

解。但是河南的许多城市，像郑州、开封、
洛阳等，多次作为都城，很多中华文化都
是通过这里慢慢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所以
我对河南感到既亲切又有点陌生。”初次
踏上中原大地，余光中就深刻地感受到了
河南丰富历史，足足在河南逗留了 9天之
久。

杜甫故里是河南之行先生点名要参
观的地方。“我一定要来杜甫故里看一下，
故里和故居不一样，故居只是短暂居住
过，而故里是杜甫的根，来这里很有意义，
是很难得的机会，我来到这里向中国最伟
大的诗人致敬。”余光中曾饱含深情地说
到。

博大精深的中原根文化令余光中深
深陶醉。除了杜甫故里，河图洛书发祥地
也让他流连忘返，其对洛阳龙门更是神往
已久，回到台湾后，在 86岁高龄之际创作
了长诗《卢舍那》。这是其创作生涯中，为
数不多的一首长诗。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鼓与呼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

生存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独
有的时代属性。余光中一生致力于两岸
文化交流，他曾说：“两岸的文化本来就同
源同种，在基本层面是一样的，两岸文化
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分裂。”

先生曾在多种场合说过：“我们需要
回头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作为一名中国
人，有责任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发扬下
去。”先生也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
地区有很多中华文化被荒废，现在年轻一
代有义务肩负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任，保存或者追求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
发扬下去。

“凡我们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余光
中先生生前曾如是说过，虽然这句话是
他在说古代经典的唐诗宋词，但用在余
先生身上也非常合适。斯人已逝，诗情
永存，愿我们的心灵与先生留下的精神
永远共鸣。

斯人已逝诗情永存
——追记“乡愁诗人”余光中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

谈金庸：
“他不知道我，想想真难过”
提起六神磊磊，金庸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通过对金庸作品的趣味解读，六神磊磊为
读者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武侠世界。在他看
来，金庸不仅在创作上造诣了得，在唐诗的造诣
上也非常深。

“虽然金庸在公开的采访中只说过自己喜
欢西方的小说，喜欢西方的戏剧，没有说过喜欢
唐代的诗歌，但好玩的是金庸的小说中关于唐
诗的引述比比皆是。比如在《神雕侠侣》中，金
庸想用唐诗来映衬主人公郭靖，在郭靖带着杨
过骑马的时候，他引用杜甫的《潼关吏》来教育
杨过，‘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艰难奋长戟，
万古用一夫。’这说明，教育孩子、年轻人，金庸
觉得唐诗和杜甫最有力量。”

从 2013年跨入自媒体人行列，六神磊磊写
了众多 10万+百万+、深受读者喜欢的、与金庸
作品相关的文字，但六神磊磊心中仍有一大遗
憾：未曾与金庸本人相见。

“我觉得这种感觉犹如《笑傲江湖》最后，令
狐冲带着任盈盈走遍华山诸峰也没有找到风太
师叔。折腾了这么多年金庸不知道我，这种感
觉就像白干了，有点难过。”六神磊磊透露，有一
次他对金庸的二儿子查传倜说，“请一定帮我转
达一句话给金庸先生：谢谢你养活了我。”结果
查传倜连连摆手，“哎呀你太俗了，应该说谢谢
你给我提供了精神食粮。”

谈新书：
带你翻墙观花 感悟唐诗之美
虽然一直都是唐诗的爱好者，但六神磊磊

透露开始解读唐诗却出于偶然，一直在解读金
庸小说的六神磊磊有天觉得老是打打杀杀的也
不行，就蜻蜓点水地写了个《膜拜吧！唐诗里的
那些猛人猛事》，引起了网络上的疯狂转载，也
因此让他意识到大家对唐诗的热情，这才开始
着手写点与唐诗有关的东西。

谈及《六神磊磊读唐诗》，六神磊磊自称是

个“翻墙”的人，在他看来，唐诗是个花园，大家
喜欢绕着花园走，不知道能进去或是不想进去，
而在这本书中，他将翻墙进去摘几朵花让你看
到花的美，带你一起品味这种美，但他不能陪你
很长时间，因为你不能一直跟着他翻墙去看，当
你产生了兴趣，你要自己走正门去全方位地领
略它的美。

“这本书适合那些觉得唐诗美好，想走近她
但又不知从哪里开始的人。对于那些对唐诗有
一定的积累和理解的人来说，也可以把这本书
当成是一种交流。但若是给孩子看的话，一定
要告诉孩子，这仅仅是一家之言。”六神磊磊说。

谈未来：
调动读者兴趣推开唐诗大门
目前，六神磊磊正在积极准备着自己的唐

诗音频课程，虽然深知 5岁以前的课程比较好
做，熟稔家长对学龄前教育消费疯狂买单的习
惯，他还是把自己的用户定位在了7岁以上。

“我觉得很小的小朋友学唐诗是容易的，家长
老师都能教，从背诵感受唐诗的格律美，但孩子大
了以后，自主学习能力变强，家长和老师就不一定
能教得了。这时就不能强硬地灌输给孩子，要珍
惜孩子的兴趣。一定要对唐诗真的很有研究、有
自己的感悟，分享给他才有用。”六神磊磊说。

谈到吸引孩子读唐诗的技巧，六神磊磊也
是不吝分享：“比如，介绍李白，传统的说辞大抵
如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承接屈原的浪漫
主义传统等，会带着一点说教性质的枯燥感，但
若你从时下大热的游戏王者荣耀入手，讲一讲
李白的传奇故事，又或者从歌曲《从新鸳鸯蝴蝶
梦》入手，从李荣浩的歌曲《李白》入手，就会有
意思得多，你甚至还可以为他展现一幅如果没
有李白，唐朝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觉得这样
更能调动孩子的兴趣。”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借我唐诗三百 还你煌煌大唐
——访自媒体人六神磊磊

六神磊磊读金庸、咪蒙、猫力乱步等堪称自媒体
时代的弄潮儿，占据着人们茶余饭后刷文消遣的头
条位置。昨日下午，六神磊磊受松社书店之邀在建
业艾美酒店分享了新书《六神磊磊读唐诗》，带领绿
城的读者们畅游在如同花园般美妙的唐诗世界。在
活动开始前，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河南三件文物本周日亮相《国家宝藏》

与刘涛雷佳音蔡国庆一同畅游历史长河
本报记者 秦 华

近日，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火爆荧屏，本周日19：30，河南观众翘首以待的
《国家宝藏》第三集“河南博物院”将在央视综
艺频道播出。入选的三件河南文物有哪些特
殊的价值？这档节目诞生背后有哪些故事？
哪三位明星来担任“护宝人”？近日，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为您解密这档历时两年开发的节
目背后的匠心和坚持，为您讲述三件河南文物
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

诗人余光中病逝

贾湖骨笛云纹铜禁妇好鸮尊

新华社台北12月14日电（记者 赵丹平 刘
刚 张钟凯）昨日，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余光
中因脑中风并发心肺衰竭，在高雄医院病逝。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
春，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他从事
文学创作超过半个世纪，作品驰誉海内外，一曲
《乡愁》在全球华人圈内引发强烈共鸣。

高雄医院方面 14日发布消息，余光中 13日
晚上由加护病房转出到普通病房，14日上午在未
插管、未施行心肺复苏术、未急救的情况下，由家
人陪伴，平静离世。此前家属已签署放弃急救同
意书，希望陪伴他最后一程。

医院方面表示，余光中 11月 27日被家属送
到高雄医院急诊，当时被发现嗜睡、说话口齿不
清，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脑中风，当天即收治于神经
内科病房治疗，住院期间陆续并发心衰竭及肺炎，
产生肺浸润现象。

余光中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从 1948年
发表第一首诗开始，先后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和
翻译著作50多部，在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的著作
超过70种，对于文学始终充满创作激情。“尽管前
辈先贤已经写出无数华美诗篇，但我觉得并非不
能再有突破，我希望祖先传下的文字在我手中能
再多姿多彩一些，哪怕只是再好一点点！”这是他
毕生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