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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 邢贺扬

当胡同遇到文创，会碰撞

出怎样的创意？在日前闭幕的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

文博会）上，北京市东城展区以

“老胡同的文创新生活”为主

题，打造了包含VR教育互动、

木作工坊、非遗展示、古法造

纸、非洲鼓体验等文创项目在

内的展示与互动活动。

据了解，今年的北京文博

会参展企业达700余家，突出

展示文化演艺、动漫游戏、广播

影视、工艺美术、新闻出版、文

物及博物馆、创意设计、创意礼

品与艺术品、体育休闲、文化旅

游、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等重点

文创产业领域的新产品、新项

目、新模式、新业态。

本届北京文博会还组织了

北京市十六区和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全部参展，并举办综合活

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

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大系

列百余场活动。

在“创意东城”分会场，观

众在古香古色的角楼图书馆、

绿荫环绕的27院—朝阳门社区

文化生活馆参加“悦读东城”亲

子共读、“聆听老物件、创享新

生活”亲子文化市集等活动，感

受胡同里的文创新生活。

聆听老物件感受老北京

东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资

源丰富的城区，在本届北京文

博会中，东城区延续了分会场

暨“创意东城”品牌活动，联动

区内文化资源，打造了一系列

精彩的文创大餐。

坐在“胡同”枣树下的小板

凳上看VR、玩木作、敲非洲鼓，

这样怀旧又新奇的体验是怎样

的？今年，东城区发挥创意，将

文博会展区设计成了胡同风

格，在院落里的“大树”下，多个

文化企业将自己的创新产品融

入“胡同”中，与观众共同创造

别开生面的胡同亲子游。

清末的铜镜、50年代的暖

瓶、老式打印机、1912年的北京

地图……这些老物件里蕴藏着

老北京风情，记载着时光的痕

迹。日前，“创意东城”系列活

动首场——“聆听老物件、创享

新生活”亲子文化市集在东城

区内务部胡同27院—朝阳门社

区文化生活馆启动。老北京民

俗专家、安定门京城老物件陈

列室负责人王金铭通过寻常百

姓家的老物件，讲述“四合院里

的讲究”，向观众们展现了胡同

里的民间文化底蕴。在临近端

午的时节，活动还穿插了展示

华夏雅风的汉服秀以及“漫画

北京”环节，带领观众体味了文

化传承之美，在修缮一新的胡同

里感受了新生活的创造力。

在北京文博会上，首创非

遗创新发展平台将全面展现非

遗创新转化成果。巧夺天工的

刺绣包、精美的竹编茶盏、简约

质朴的苗族银饰……这些承载

着绵长的文化同时又兼具实用

性的作品，将为观众展现传统

文化的生机与力量。

此外，红桥市场携20余件

“非遗+冰雪”“珠宝+冰雪”设计

作品亮相在东城展区，是红桥

珠宝商家设计师和非遗商家设

计师以冰雪为主要设计元素的

一次集中展示。

精彩的文博会主展场与分

会场活动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的同时，实现了文化企业与公众

的互动联通，为文化企业搭建了

交流展示与融合发展平台，更好

地激发了文化产业生态活力。

文创已成东城支柱产业

事实上，文化创意已经成

为东城区日渐耀眼的名片。近

年来，东城区聚焦“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依托区域丰富历史

文化资源，深入实施“文化强

区”战略，积极推动资源优势向

发展优势转变，初步形成了名

城保护、文化惠民和文化产业

协调发展的“大文化”工作格

局。据了解，东城区文创产业

稳步发展，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2018年全年东城区文化及

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240 亿

元，比上年增长8.8%。

与此同时，东城区注重产

业发展的顶层设计，2018年印

发了《加快文化创新融合构建

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实施意见》，

坚持以创新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瞄准产业“高精尖”环节，构

建“文化+”产业格局。

在日益浓厚的文化氛围吸

引下，诸多知名文创机构近年

落户东城。东城区不但推进了

故宫艺术馆、故宫文创馆、故宫

大讲堂、冰窖餐厅落户前门地

区，还引进了“全球音乐教育联

盟”等重点项目，吸引了美国好

莱坞制作中心（HPC）落户航星

园。此外，还有落户国子监街的

国内首家艺术品生态环境专业

化服务平台——“雍和文化艺术

中心”，以及落户王府井大街的

亚洲首家一站式的艺术品交流

平台嘉德艺术中心等，都为东城

区增添了文化产业的新活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产业优

势，东城区积极制定落实产业

支持政策，近期启动了优秀文

化企业专项扶持计划——“文

菁计划”，重点支持行业领军、

高成长型和特色文化等3类文

化企业；进一步建立完善了“1-

5+N”的产业政策体系，先后出

台了《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关于鼓励企业上市挂牌

融资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确保

文化产业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

资金血液支持。自2016年专

项资金设立以来，已有93个文

化项目累计获得7840.42万元

东城区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支持。

正如本届北京文博会东城

展区主题“老胡同的文创新生

活”所体现的内涵，东城区正通

过激活文化历史资源、优化空

间资源配置等方式，进一步开

启产业活力新引擎，如支持中

粮广场、世纪天鼎文创园等项

目转型升级为文化金融主题园

区，利用疏解腾退空间打造一

批精品文创园区等。在包括中

关村雍和航星科技园、嘉诚胡

同创意工场、77文创园、北京德

必天坛WE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等在内的文创空间，越来越多

的文创企业在这片富有古都风

韵的沃土上，谱写着全新的时

代风貌。

□ 朱美禄

洗儿习俗起源于隋唐时

期。一般说来，洗儿有两个具

体时间：一是在孩子出生的第

三天，一是在每年农历四月初

八。据《新唐书》记载，唐肃宗

吴皇后“生代宗，为嫡皇孙。生

之三日，帝（唐玄宗李隆基）临

澡之。”这就是孩子出生第三

天洗浴的例证，俗称“洗三”。

杨万里在《贺必远叔四月八日

洗儿》一诗中说：“年年四月初

八日，水沉汤浴黄金佛。今年

大阮当此时，真珠水洗白玉

儿。”四月初八是传统的沐佛

节，人们在这一天洗儿，无疑有

讨吉祥的意思。由于每年都有

沐佛节，所以每年这天都可以

洗儿；而“洗三”一生只有一次，

且是平生头一次洗浴，故相较

而言，要隆重得多。

这份隆重，从古人相关的

诗歌中可窥一斑。白居易有

诗道：“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

盆中浴凤雏。”“玉芽珠颗小男

儿，罗荐兰汤浴罢时。”梅尧臣

有诗道：“画盆香水洗且喜。”

明代韩日缵也有“兰汤浴罢彩

绷成”的诗句。这些诗中提到

的“香水”“兰汤”“画盆”和“彩

绷”，无不反映出古人对“洗

三”的重视。而“兰汤”和“香

水”，还表明古人在“洗三”时于清

水中添加了药材辅料。孙思邈

在《千金方》中称：“儿生三日，

宜用桃根汤浴，桃根、梅根、李

根各二两，枝亦得。咀，以水三

斗煮二十沸，去滓，浴儿，良，去

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由此

看来，“洗三”时水中添加药材，

不但可以去不祥，还可以祛皮

肤病。

出于人情世故的考量，诗

人在他人洗儿时多对孩子不吝

赞美之词。如杨万里《贺必远

叔四月八日洗儿》诗道：“吾家

英杰相间起，胄出关西老夫

子。公家宣和中大夫，大江之

西推名儒。六十年来谁继渠，

愿儿长成读祖书，再起门户光

乡闾。”诗歌叙述家族源流，自

认为是“关西孔子”杨震的后

裔，同时也对叔叔的孩子寄于

重振家声、光大门庭的希望。

梅尧臣生子洗儿，欧阳修作《洗

儿歌》道：“宛陵他日见高门，车

马煌煌梅氏子。”梅尧臣是宛陵

人，欧阳修诗歌表达了梅尧臣

孩子将来定会富贵发达的意

思。祝贺他人洗儿，溢美之词

在所难免；至于自家洗儿，虽然

不好以远大自许，但美好的祝

福还是有的。如清末陈曾寿在

《慈护属题洗儿图》一诗中说：

“深根固蒂枝叶荣，重阶兰玉诧

宁馨。”中国古人多以芝兰玉树

比喻后昆的优秀，诗中“重阶兰

玉”一词就体现了陈曾寿对孩

子的期许。

但是苏轼的洗儿诗却显得

有些另类。“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

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

诗虽然被冠以《洗儿戏作》的诗

名，貌似游戏笔墨，其实是情动

于衷而形于外，诗歌在一定程

度上还是反映了苏轼的心声。

有鉴于游戏笔墨和言为心声的

悖反，因此有必要对这首诗进

行知人论世的分析。苏轼因为

“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任团

练副使，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

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洗儿戏

作》即为此孩儿所作。苏轼是

不世出的大才子，其聪明在诗

文上有充分的体现；但诗文又

是苏轼遭受政治迫害的祸阶，

所以他才有“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样的愤激

之词。而正因为这种愤激之

词，黄庭坚才认为苏轼好骂。

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

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对苏轼

嬉笑怒骂的文风不以为然，又

有感于苏轼在“乌台诗案”中

因文获罪，所以谆谆告诫外甥

洪驹父，不要步苏轼后尘，以免

蹈其覆辙。

但是苏轼的价值取向并不

是没有同道。南宋文人朱松在

《洗儿》二首其一中说：“行年

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

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

苦更冠儒。”“屠龙”一词源出

《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

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

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

巧。”因此“屠龙”就成了无所施

用的高深技巧的隐喻。朱松暗

示自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

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就希望孩

子将来投笔从戎。需要指出

的是，集大成而绍绝学的大儒

朱熹就是朱松的儿子，由此可

见朱松“肯令辛苦更冠儒”云

云，也包含了愤激的成分。近

代文人黄假我在《洗儿》一诗中

说：“握瑜怀瑾宁希汝，斩棘披

荆莫让人。我亦愿儿稍愚鲁，

安排铁血骋风尘。”这首诗颇有

苏轼的遗风，不希望儿子身怀

绝学，倒希望儿子有点愚笨和

鲁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披荆

斩棘。当然，这首诗除了受到

苏轼的影响外，和近代中国饱

受外敌蹂躏的现实环境也有密

切关系。

假如说朱松和黄假我是

顺着苏轼说的话，那么明代

韩日缵的《洗儿》诗则是逆着

说。“愚騃亦有公卿贵，家世相

传但一经。”诗歌表明了愚騃痴

呆虽有可能位至公卿，但是诗

人家族世代相传的还是一个

“经”字。《朱柏庐治家格言》中

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

读。”就是因为读书才能够开智

明理，拥有美好的人生。韩日

缵《洗儿》诗的价值取向虽然与

苏轼大相径庭，但无疑更符合

社会大众的心理期许。

读书要慎思明辨，能入能

出，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苏轼作为大文豪，其影响至巨至

远，他的《洗儿》诗乃心有万端、

别有会意之作，我们要辩证看

待，以免陷入意图谬误的泥淖。

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挥优

质教学资源的作用，培养优秀

的文学艺术创作人才，服务于

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集艺术

研究、艺术创作及艺术教育于

一体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

术创作研究院近日开办2019

年（首届）名家高研班、创作研

修班，面向全社会招生，由国内

顶尖文学家、中国画名家和艺

术理论家为骨干导师，同时聘

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权威专家和

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知名教授担

任授课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学

习期满且成绩合格的学员，由

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中国艺

术研究院结业证书》。

导师洪潮，号云门山人，安

徽宁国人，哲学博士。现为中

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究院研究

员、专职画家，文化部艺术发展

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研究

员，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特

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日文化学

者”高端研修项目水墨山水创

作实践课主讲导师，北京东方

山河画院院长。

此次研修班教学宗旨为立

足文学艺术学科及中国写意精

神，展开对绘画本体语言的研

究，包括中国传统绘画方法与

写意精神的挖掘与传承，以及

对中西方绘画语言的研究，广

泛吸收优秀传统，完善知识结

构、提升人文修养，掌握中国画

的创作规律，推动其创新与发

展。植根于中国传统绘画文

脉，拓宽艺术鉴赏与表现的国

际视野，打开更为广阔的创作

思路、进入更为高远的艺术境

界，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民族特色、个人风格的艺术

作品。

课程设置分为专业课程教

学和公共理论课程教学。专业

课程以研究当代语境下中国山

水画创作与传统笔墨的关系为

方向，采用临摹、写生、创作三

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

弘扬“蓬勃、正大、刚健、纯雅”

的山水精神。

公共理论课程导师有莫

言、薛永年、牛克诚、林若熹、陈

传席、刘曦林、郑晓华、刘万鸣、

朱乐耕、徐福山等。开设中国

古代文学鉴赏、诗词格律、中国

绘画史、中国书法篆刻史、西方

美术史、艺术概论、中国古代文

艺理论、中国绘画构图研究、色

彩学原理、工笔重彩画研究等

课程。

同时还邀请有关专家、学

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关于东西

方艺术史、艺术理论、材料表现

等课程的讲座。

（周 芸）

老 胡 同 的 文 创 新 生 活
北京市东城区正通过激活文化历史资源、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等方式，

进一步开启产业活力新引擎

苏 轼 的 洗 儿 诗

发挥优质教学资源 培养优秀创作人才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2019年
（首届）名家高研班和创作研修班”招生启动

丽江古城丽江古城
越夜越越夜越美丽美丽
在夜色中的世界文化遗

产云南丽江古城灯光璀璨，

越夜越美丽。图为在丽江古

城，游客在挑选东巴纸文创

产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 摄

他选择在近600年岁月沧

桑的紫禁城里接待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古城西安和印度总理

莫迪追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他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以千

年“鎏金铜蚕”为佐证，讲述祖

先2000多年前开辟古丝绸之

路，打开中外友好交往新窗口

的壮举；

……

如数家珍，用心良苦。金

色名片，闪耀世界。

2018年末，柬埔寨暹粒。

3位中国文物保护专家从柬埔

寨文化与艺术大臣彭萨格娜手

中，接过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

从周萨神庙到茶胶寺，再

到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王宫遗

址，中国专家的专业与敬业折

服世人。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

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

界之中国。

红海之滨，中国和沙特考

古人员共同努力，逐渐揭开了

塞林港的历史面纱，唤醒了一

段湮没的丝路记忆。

美国纽约，“秦汉文明”大

型展览掀起热潮，全球艺术爱

好者共享一场中国古代文明的

视觉盛宴。

今日之中国，正在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

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

物保护机构在柬埔寨等“一带

一路”沿线6个国家开展11项

历史古迹保护修复合作；近30

家中国考古专业机构赴沙特等

22个国家实施32项联合考古

工作；中国与美国等22个国家

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

间协议，与法国等20余国文化

遗产主管部门签署近30项合

作文件；全国博物馆举办出入

境展览近500个，不少出境展

览引起热烈反响……

当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旖旎

风光令人流连忘返，当巧夺天

工的珍贵文物让金发碧眼的观

众连连惊叹，当世代传承的古

老技艺征服更为广阔的全球市

场，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

认同、自信与骄傲，正化为对国

家更深沉的热爱，对实现民族

复兴更持久的力量。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

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018年新年伊始，一档名

为《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纪录片

在朋友圈刷屏。伴着“你有一

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

收”的开场白，“高冷”的文物在

普通人眼中变得可亲可爱。

当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遗

产保护事业正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

活力。

观众数量“井喷式”增长，

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

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故宫的朝珠耳机、国家博

物馆的棒棒糖礼盒、国家图书

馆的《永乐大典》信笺……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渐入佳境。

非遗活动进校园、非遗知

识进教材、非遗传承人上讲台，

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

……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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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

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

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

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承载5000多年的文明史、

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

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传承不

绝的宝贵遗产唤起中华民族的

壮志豪情，在迈向伟大复兴的

征途上凝心聚力、昂首阔步！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