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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

近日，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首部音
乐儿童剧《甪端》亮相国泰艺术中心，
深情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
长和博大精深，备受关注，引发热议。

甪（lù）端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
一种瑞兽，头上一角，足下踏蛇。传说
甪端能够日行一万里，夜行八千里，通
晓四方语言，专为英明的帝王传书护
驾。中国古代常以甪端造型制成香薰
用具，护卫在皇帝宝座两侧，昭示八方
归顺、四海来朝的帝王威仪，同时也寄
托普通中国民众对于国泰民安、人寿
年丰的美好祈盼。

儿童剧《甪端》以故宫陈列的明万
历年间掐丝珐琅香薰神兽——甪端为
主角，将甪端以及清乾隆金瓯永固杯、
南宋沈子蕃缂丝《梅鹊图》、晋代书法
家陆机的草隶书法作品《平复帖》等国
宝级文物进行拟人化处理，赋予古老
文物以生动鲜活的角色形象，通过一
系列珍贵文物与小朋友高小端之间的
奇妙相遇，展现古老文明与现代意识
的对话、悠久传统与时尚潮流的交融，
诠释文物典守者们倾尽一生守护文物
的责任与担当，唤醒广大青少年对故
宫文物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与热爱。

作为一部儿童剧，《甪端》的剧情
结构浅显易懂、叙事清晰流畅，符合当
代少年儿童的思维认知和审美习惯。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老高是
一位执着于文物保护传承工作的研究
员，对每一件故宫文物了如指掌、如数
家珍。他的孙子高小端则是成长于网
络社会的“Z世代”，受到互联网海量信息资讯的席卷裹挟，
高小端即便身在故宫，却对故宫的厚重深沉、恢弘壮阔视若
无睹。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小端与文物们“穿越”相逢，不仅
引出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戏剧情节，也让他重新开始关注故
宫，并最终喜爱上了故宫，“跟着小端游故宫”短视频拍摄的
创意也应运而生。固守传统观念的爷爷老高起初并不看好
小端的策划，甪端、梅鹊图、平复帖等“小伙伴们”也表示忧
虑，担心文物视频一旦上传网络，就不会再有游客亲临故宫
参观。经过细致的情感交流和激烈的思想碰撞，各方最终
达成和解，共同承担起保护传承故宫文物、宣传推介传统文
化的历史重任。

《甪端》虽是一部儿童剧，但却深入浅出地诠释了时间
永恒与生命短暂、代际鸿沟与认知冲突、时代更迭与观念嬗
变、新媒介运用与传统文化弘扬等宏大命题和热点话题，在
潜移默化之间，为现场观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上了一堂
寓教于乐的艺术思政课。

对于重庆观众而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故宫博
物院文物南迁90周年，《甪端》专门呈现了抗战期间故宫文
物南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示故宫文物工作者们于重
庆南温泉合影留念的资料图片，让重庆观众倍感亲切。泛
黄的照片勾起观众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遐想，引发现
场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着舞台艺术
的集成创新，新的技术手段和渲染方式赋能艺术创作，拓展
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空间，给观众带来更加炫酷、更为
灵动、更富内涵的舞台审美体验。

作为一部良心好剧，《甪端》在舞美设计、灯光造型、影
像制作、音乐创作等方面都堪称上乘之作。沉浸式舞美影
像、裸眼3D、AR技术和全息投影等现代舞美科技的助力加
持，华丽舞台视觉奇观的精心营造，将故宫之美在舞台上放
大到极致，有效提升了整部剧的艺术质感。

此外，该剧的音乐创作也是璀璨亮点。剧中所有音乐
作品均为原创，配合剧情的推进演绎，音乐节奏时而轻松愉
悦、婉转悠扬，时而大气磅礴、雄浑激昂，让现场观众纷纷拍
手叫绝，大呼过瘾。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
的魅力，让世界为之惊叹，让国人为之骄傲。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宝藏富矿，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
实根基。

近年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主题节目、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艺作品，都从不
同角度探寻优秀传统文化的出圈之道，并获得极大成功，成
为现象级的爆款。

跨界融合的《甪端》再一次证明，时至今日，作为历史实
证的古老文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经过挖掘
提炼和活化利用，借助角色设计巧妙融入现实剧情，就可以
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艺术舞台让古朴雅致的古老文物以全新面貌与观众见
面，激活释放古老文物的生命力，让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为
大众所接受并真正喜爱，进而让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产生敬意和尊崇。

《甪端》的火爆出圈绝非偶然，扎实的基础史料研究、新
颖的主题策划创意、出彩的舞台艺术呈现，都为该剧的最终
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借鉴，探索了新路。

新时代的艺术舞台需要更多类似于《甪端》的优秀作
品，让收藏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火起来、潮起来，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文化滋养，更好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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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

三月，重庆开启“花城”模式，姹紫嫣
红，繁花似锦。

红岩村的花更加夺目——如千堆雪，
似万里云，洁白无瑕，落英缤纷。那是“红
岩樱花园”的樱花盛开了，引得游人如织，
打卡纷纷。

说起红岩村的樱花，我们就会想起80
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女士在
重庆的8年时间。正是他们驻扎红岩村
的抗战岁月，成就了如今的这桩浪漫之
事，也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史上的
一段佳话。

3月18日，细雨菲菲，丝丝凉意，红岩
村迎来了一群学者。我带领同学们专程
前往那里观樱赏樱，缅怀周恩来总理和邓
颖超大姐，探寻50年前开始的日本樱花
扎根中国、扎根红岩村的故事。

走过标志性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旧址，从红岩礼堂与红岩托儿所之间的空
隙望去，犹如大幕初启，半遮半掩，序曲唱
响，台上已有一大片白云在召唤着我们。

拾级而上，进入一条由条石铺地的斜
坡甬道，娇艳的红叶石楠和碧绿的山茶花
树，引领着游人缓步向前。甬道两侧，密

集地站立着高大的樱花树，雪白的樱花和
红色、绿色的植物构成了一幅争红斗绿，
一白高天下的热闹图景，犹如一首红岩樱
画的快板乐章，吸引着游人的目光。这便
是“红岩樱花园”的第一台地。

走过甬道，尽头是一壁石墙，上面嵌
刻着“红岩樱花园”五个金色的大字，严
谨、端庄。旁边一块黑色的石头上刻着一
些金色的小字。因风雨吹袭，石头上的字
迹已有些风化。

我们从石墙的两侧继续向上，来到樱
花园的第二级台地。

首先映如眼帘的是一片翠绿铺地，那
是蓬勃生长的青青小草铺就的地毯。台
地进深约有二三十米，横阔似有五六十
米。缓缓的坡地上，横向种植着三排高高
的樱树，有一二十米。

树树之间，相隔宽阔，让散开的树冠
尽情地向上生长，开满了雪白的花，顿时
便让因细雨而阴凉的环境亮堂起来。这
里的樱花洁白如雪，细小如豆，每朵花由
绿色的花叶托起5个白色的花瓣，中间是
一支雄蕊，一群雌蕊环绕四周，温和而朴
素。细雨中，或含苞待放，即将喷薄而出；
或娇樱带露，闪闪有光。

这里的樱花如雪如絮，相依相偎，三

五成群，群群相连，结成蓝天中的白云一
般，一朵朵，一簇簇，自信优雅，婀娜多姿。

这里的樱花，恬静地伫立，舒展地生
长，连接成浪漫的樱花长廊，迎接着八方
来客。人们漫步绿茵之上，穿行树丛之
间，徜徉白云之下，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一阵轻风吹过，细小的花瓣和着雨
滴，如仙女散花，舞姿翩跹；如飞蝶展翅，
飘飘忽忽；如瑞雪飞扬，漫天起舞，飘落而
下，噼啪作响。

那真是一场梦幻般的樱花雨啊！打
在身上略带清香，沁人心脾，落在地上缤
纷四溢，顿时把草地化为绿色的天空，撒
下了一把银色的星星，让人不禁惊呼这漫
天飞舞的樱花雨“好美，好浪漫”！

而更多的樱花则依然屹立枝头，傲然
灿烂。它们有娇柔的身姿，有羞涩的朦
胧，有静美如卧云，还有飘逸般的云裳。
它们时而迎风招展，时而昂头大笑，时而
浅唱低吟，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相依相拥，
时而携手共舞，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
与高洁。这便犹如慢板乐章，抒发着红岩
樱花的独特魅力。

沿着两旁的石栏继续登攀，又跨上一
道石墙，便来到“红岩樱花园”的第三台
地。这里是全园的最高点。一道砂石栏
杆、一道红色石楠、一道青青绿植，这灰、
红、绿三色带将其与第二台地区别开来。

这里山势陡然抬高起来，一直接到山
崖上更加陡斜的坡地。远远望去，较之第
二台地，这里的樱花栽种更紧密，花开更
密集。尤其是在山坡常绿高树的映衬下，
这里的樱花似乎花势更热烈，花海更汹
涌，花信更浓烈，更让人心神舒畅，悠然忘
归，仿佛快速乐章，引领着乐曲达于高潮。

凭栏远望，似余音袅袅，红岩村的景
象尽收眼底。

左边是屹立嘉陵江边红色山岩上的
“八办”楼，建于1939年，那可是毛泽东笔
走龙蛇，写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
地方；是周恩来住过8年，题写下“千古奇
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地
方；是宋平聆听周恩来教诲后写下《同流
而不合污》的地方。

前面的红岩礼堂建成于1945年，毛
主席到重庆谈判时第一次启用，在这里
观看了红岩村的年轻人排演的《兄妹开
荒》；40年后，邓颖超来到这里，题写了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临行时她举起
双手,“红岩的事就拜托大家了”至今仍
余音绕梁。

右边是红岩托儿所，我们仿佛还能看
到邓颖超抱着小乐天的身影，听到周恩来
吟诵“双乐天”的笑声。再往右边走去，便
是红岩公墓，那里静静地埋葬着当年牺
牲、故去的同志们，其中就有周恩来的父
亲、邓颖超的母亲。

对面的山坡上，曾经有监视红岩村的
国军阵地，有为躲避日机轰炸而挖掘的防
空洞。如今，这里早已经建起了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与红色的山岩、白色的花
海，共同记录着时代的风云。

2023年的 3月 5日，是周恩来诞辰
125周年的日子。樱花绽放之际，更让
人思绪绵绵。我提议去追寻周恩来与红
岩樱花的情缘，以及因此而成就的浪漫
故事。

在历史的记录中，红岩村的土地上并
无樱花的记载。如今的红岩村与樱花的

缘分全都是因为周恩来。
周恩来一生喜欢樱花。1919年他东

渡日本求学时便写过《雨中岚山》三首诗，
其中就有对日本樱花的描写。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
荣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29日，周总理
与他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
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田中
角荣知道周总理喜欢樱花，便以日本国民
的名义赠送给中国1000株樱花树苗。周
总理指示将这些树苗种植在北京玉渊潭
公园等地。翌年4月，廖承志率中国代表
团访问日本时，特地遵照周总理的嘱咐，
将几枝盛开的樱花带给田中角荣。

周总理生前曾希望能在樱花盛开的
时节重访日本，但终未成行。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百岁老人吉
村孙三郎发起在周恩来留下足迹的京都
岚山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勘刻着
1919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游历京都岚山
时写下的《雨中岚山》诗，以表达日本人民
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情谊。

1979年4月，樱花烂漫，邓颖超率全
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
和人民极其隆重的欢迎和接待。邓颖超
专程前往京都，亲自为岚山周总理诗碑
揭幕，以此种方式实现了周总理生前的
遗愿。

在这次访问中，田中角荣又赠送给中
国2000株樱花树苗，希望将这些树苗移
植在周恩来总理的家乡和生活过的地
方。后来国家将这些树苗分别送往周总
理故乡淮安、绍兴，以及他生前工作过的
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送往重庆的为日本山樱，共79株，市
委决定将它们种植在周恩来曾经工作和
生活了8年之久的红岩村中。从此，红岩
村与日本樱花结下友谊之缘。

种植樱花的地方，原来是一处陡斜的
荒坡地。重庆人民在这里开垦荒山，整治
山坡，垒石造台，配植花草，成就了今天的

“红岩樱花园”。
1982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为“红岩樱
花园”题名，并简述这段樱花的故事。

此次寻访我有幸看到了廖承志先生
的手书：“红岩樱花园 日本前总理田中
角荣先生赠给周恩来总理之日本山樱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植于此园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四月”。

1988年，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
员访问日本。我们专程前往京都，向周恩
来诗碑敬献鲜花，表达敬意，留下难忘而
美好的一瞬。

从1919年周恩来在《雨中岚山》中描
写樱花，时间过去了100多年。从1972
年田中角荣向周恩来赠送樱花，已经过去
了整整50年。从1979年田中角荣所赠
之樱花种植于红岩村的土地上，也已过去
了40多年。

红岩的樱花因周恩来而成为浪漫、高
洁、坚毅、果敢的化身。

几十年来，当年的小苗已经长成风姿
绰约、仪态万方的大树。每年春天，红岩
村的樱花如约开放。今年更是繁樱如雪，
思念如潮。

正如期许的繁盛与绚烂，告慰故人。
更因这红岩樱花园造就的历史浪漫，成就
了今天的盛景繁花。

樱思红岩村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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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春分后，谷雨前，是清明。
清明前后，正是仲春与暮春相交时，

此时桃花初绽，杨柳泛青，天清日澈，万物
吐故纳新、欣欣向荣。《岁时百问》说：“万
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亦载道：“三月
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般风轻云
柔、花繁雨疏、草绿叶青的清明景象，亦是
春耕的大好时节。“布谷，布谷，布谷……”
此刻你若往乡下去，定听见山中的布谷鸟
声声催得急：沉睡了一冬的农田该松土
了，早稻的秧苗也该撒种了。田间地头，
白鹭翻飞，四处是农人忙碌的身影。

南方春日多雨，清明往往是被一层雨
吹来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的这句
诗，总归还是用于南方更为贴切。而北国
的春天，更多如杜子美笔下“三月三日天
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那番明朗，我曾
在鲁地待过几年，北国的少雨多晴，我是
见识过的。

多雨的清明染翠了山色，滋润了桃李
杏梨，诸花争春斗艳，把枝头撑得热热闹
闹；金黄的油菜花开在田间屋旁，与樟楮
掩映下的白墙黑瓦相映衬，是南国独有的
风景。“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近些年的春日乡野里，穿着汉服、打
着油纸伞的赏花人渐渐多了起来，“你在

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
宽服长袖的赏花人，往往又成了旁人眼中
的风景。

清明，踏青赏花是一件乐事；采清明
草、做清明果，是另一件乐事。

清明果亦称青团，多用艾草或鼠曲草
制作，其做法各地大致相同：野地里采来
的艾草或鼠曲草，用水焯熟，剁碎，然后和
大米粉和在一起揉成团，再用手搓成一个
个鸡蛋大小的丸子，上架蒸熟即可。

清明果可蘸白糖吃，讲究些的，便包
些糖馅肉馅香菇馅竹笋馅，或将团子捏出
各式好看的形状，总归是看各人的口味和
喜好。蒸好的清明果，通体翠绿，艾草或
鼠曲草的草本香，混合着春日阳光与雨水
的味道，轻咬一口，唇齿间春光四漾。昔
日母亲在做清明果时，我总是徘徊灶前，
必要“得偿所愿”，非待母亲从锅中给我盛
出一拳头大滚烫的清明果，方才欢天喜地
地捧着走开。

每年四月，多雨的清明，似乎便是被
这满街满巷清明果的香味勾引来的，它披
着雨丝来，也掖着游子思归的心而来。

“寒食春过半，花秾鸟复娇。从来禁
火日，会接清明朝。”自唐时，因日期相临
之故，上巳节赏春游乐与寒食节追古怀远
的习俗便逐渐融汇于清明。清明，遂从一
个单纯的用于农事指导的节气，而逐渐成
为与端午、中秋、春节并列的传统节日之
一。自此，清明这一词，便在我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了特别的意义；而清明这一天，
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心牵念的日子。

作为节气的清明，是沾衣欲湿杏花
雨，是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柳永的“乍疏
雨，洗清明，倾城寻胜去“。而作为节日的
清明，是朝作轻寒暮作阴，是落花有泪因
风雨，是高翥的“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
扫各纷然”。这一喜一悲，就这样在同一
天迎面撞上，而奔波他乡的游子，也在这
一天有了归乡的执念。

这一天，无论离家多远，不管是走路，
骑马，乘车，坐船，在外的游子总想着赶回
家，在萧萧的雨丝或明暖的阳光中去往先
人墓前，除草，焚纸，燃香，祭拜，任一份或
浓或淡的哀思袅入青空。而那些无法归
乡的人，在这一天，也总会朝着故土的方
向默然站着。在他的心中，故土自遥远处
奔赴而来，逝去的先人自记忆深处奔赴而
来，离家千里的人，心终沉沦于日渐模糊
的故乡。

在我的故乡，还有吃“清明饭”的习
俗。这一天，当扫墓祭祖回来，整个家族
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清明饭”是
由各家轮流来做的，男人们扫墓去了，家
族里的女人们便都聚在这户人家做饭。
这一天，可以见到很多“陌生”的家族成
员，也可以听见很多有趣的家族史事。在
我尚小的时候，吃“清明饭”还是家族中男
子的特权，女人们是不允许上桌的。而今
据母亲所言，亦早已无这样的习俗了。

从清明到端午，从中秋到春节，世界
上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华夏子孙
这样，如此执着于“返乡”吧。而或许正是
这一份源于灵魂深处的执念，造就了华夏
民族独有的家国团圆情结。

人生不忘来处，方知去处。
周礼以降的宗亲情结，汉唐以来的儒

家伦理，让“慎终追远”已成为深入我们骨
髓的文化魂魄，由亲人到家族，由家族到
社稷，这份文化魂魄一以贯之，绵延不
绝。唯此，才有了抗战八年，一批批早已
在南洋落地生根、家境优渥的华裔侨胞，
不惜倾家荡产捐钱捐物，甚至直接回国参
战；唯此，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批
如钱学森这样的早已在西方世界功成名
就的专家学者，毅然抛下一切，回到一穷
二白的故土，投身于祖国的建设。

而这样的“返乡”故事，在我们的华夏
历史上，实在是太多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在多雨的南方，今年清明难免又是
细雨纷飞的样子；而每一个归家的游子，
内心深处追思先人，也难免不愁肠百转、
思绪万千。然而，在这个家国“清明”的
时代，伤春过后，追思过后，每一个中国
人，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昂首挺
胸地阔步前行吧。

人间最美四月天，泱泱神州皆清明。
常感慨有幸生于华夏，生于这样一个“洁
齐而清明”的国家。

人间四月正清明

《甪端》剧照。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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