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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正值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
济宁市图书馆，一场晒书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来参与。这是济宁市图书馆响应国家图书
馆号召，立足本地特色，策划推出的2023年中
华传统晒书活动暨首届济宁方志展等系列主
题活动。

众所周知，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牛
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从古至今为人传
诵。而晒书，则是七夕前后“晒秋”的传统习
俗。

晒秋，“秋”一般指丰收的农作物和果实。
虽然晾晒农俗并非秋季独有，但因初秋潮湿、
闷热，果实和物品容易发霉和损坏，就有了流
传千年的“晒秋”。晒秋至今仍然常见，晒的东
西也多种多样。而晒书，则是中国文人特有的
读书、藏书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先贤为保护经典，防止典籍发生
霉变虫蛀，在雨季过后，会将书籍放到阴凉通
风处晾晒。古人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探
索创造的晒书、曝书之法，有效地延长了典籍
寿命。唐朝诗人杜牧写“晒书秋日晚，洗药石

泉香”，表达的就是晒书的雅致。
当七夕和晒书邂逅在一起，在现代化的图

书馆里，就有了别样的表达和风味。《文化周
末》记者了解到，为推进新时代的古籍保护工
作，“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自2019年起，
以七夕为开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联合全国各地古籍保护中心和古籍收藏单
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连续举办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
2023年全国“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以“江

流万古 文润千年”为主题，以古籍为媒介，以
本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宣传展示内容。

济宁市图书馆策划推出2023年中华传统
晒书活动暨首届济宁方志展等系列主题活动，
希望通过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晒国宝、晒
经典、晒技艺、晒传统，让古籍走出“深闺高
阁”、走进市民生活；让市民体验传统文化、发
现古籍之美，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古籍保
护工作的良好氛围。

济宁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黄银萍向记者
介绍，济宁市图书馆2023年中华传统晒书系

列活动，包括“江流万古 文润千年”济宁市图
书馆馆藏古籍特展、“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首
届济宁方志展、“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国古代兵
书专题展、“匠心古韵 以书为媒”晒书文化雅
集暨七夕园游会、“馆中惊奇‘古’获新生”全
民线上晒书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内容。

《文化周末》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济宁
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特展以本地区大江大河历
史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展出《山东全河备考
四卷》《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图一卷》等珍贵古
籍原本，挖掘古籍中大江大河等历史文化遗迹
中的时代价值，感受自古以来河流文明孕育中
华文明的灿烂悠久。

展览现场还有线装书装订、拓片制作体验
活动。首届济宁方志展，旨在展现济宁市方志
整理成果，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方志文化，联合
市及各县市区史志部门共同展出包括市志、县
志等在内的地方志文献50余种；中国古代兵
书专题图片展，主要展出国家图书馆馆藏珍本
兵书十部，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
《尉缭子》《三略》等，重点介绍兵书内容、古籍

版本、作者轶事，观展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古
代兵书的文献价值与古代兵学的辉煌成就。

晒书文化雅集是济宁市图书馆联合非遗
传承人开展的剪纸、蛋雕、面塑、木版年画、活
字印刷等非遗项目展示和体验活动；七夕园游
会，是济宁市图书馆联合济宁金牌导游、济宁
汉服会等团体开展的沉浸式观展和技艺体验
等互动活动；馆藏古籍专题视频，是济宁市图
书馆依托馆藏珍贵古籍资源，制作推出的“馆
中惊奇”系列短视频，体悟中华文化典籍的无
限魅力与时代价值。

首届济宁方志展、中国古代兵书专题图片
展等活动，都是从8月22日起持续一个月之
久。“全民晒书”线上话题投稿活动，从8月14
日起持续到8月30日。“这一期为广大读者介
绍的是《通鉴纪事本末》，接下来还会有一批馆
藏重点、特色古籍文献推介。”黄银萍告诉记
者，活动期间，济宁市图书馆公众号每周推出
一期的馆藏古籍推介，以视频的形式“晒书”，
让馆藏的古籍“活”起来。

■刘帝恩 黄银萍 马春霞 王增鑫 摄影

七夕晒书节：2023“江流万古 文润千年”
本报记者 刘帝恩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
季走进济宁”在济宁曲阜尼山圣境
盛大开幕以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宁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这场活动惊艳了人们的
视觉。

韩童生、孙红雷、张昆鹏、王亚
彬、张肖、丁一滕、张艺兴等诸多艺
术家齐聚圣地，或表演、或观看、或
点评戏剧主题的演出。诗朗诵《尼
好，戏剧》的声音，在千年尼山上空
回荡。10部原创剧目，见证这些精
彩时刻。

8月19日，去尼山圣境观看剧
目《“小”和“家”》的演出。《“小”和

“家”》是高校展演剧目之一，讲述
的3段故事，分别用3种“小”人物
的故事展现主题，提出何为“家”的
质问，对“家”的概念和归属感提出
理性思考。

在文化差异间认识“家”的
Pan。剧目以富翁的故事开始和结
尾，互为映照。一个富翁喝醉找不
到家，保安搀扶着手指豪华别墅
说：“那不是你的家吗？”富翁说，那
只是我的房子，不是我的家。

回国少年也有这种疑惑，经常
回忆国外生活的4人宿舍，对父母
安排的房子不满意。他不愿睡硬
板床，而自己布置房间，下单换软
床，安装冰箱和酒柜。喜欢香格里
拉，床软得像棉花；喜欢阳台，吹风
喝酒，半梦半醒；喜欢爵士音乐，认
为酒和爵士是绝配，喜欢烤鸡和瑞
士卷。

早婚育娃却家庭糟糕的孙俪。常常晚回家的她，
去美颜和练瑜伽。在保健期间，又是补水，又是抗衰，
对服务员喋喋不休自己对“家”的反感。

社交障碍又渴望认同的阿豹。对梦想和人生有
抵触性的情绪，开始当游泳教练，后来任救生员，在瞭
望台看海滩拥挤人群3年，却害怕融入，属于挫折性障
碍的类型。

《“小”和“家”》是由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导演系
学生组合团队表演的新式独幕剧。作品围绕3位年青
人的生活，以对谈、自述、访谈等方式，来描绘自己对

“家”的理解与遐想。
什么是“小家”，什么是“大家”？从文化与差异、

职业与事业、理想与欲望的角度，《“小”和“家”》在问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

剧目以3个不同人物的故事切换和3位演员的角
色转化，探讨年轻人心中“家”的概念。以床垫、吊灯、
音乐为生活场景，还原生活，反映矛盾。

该剧目由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刘翀佐编剧导演，
其代表作品有《再生缘》《安德烈的故事》《你好吗》《建
筑大师》等。

他激动地介绍说，《“小”和“家”》以3位年轻人的
方式，描绘自己对“家”的理解与遐想，同时融入大量
的舞蹈表演和叙事手法。3位演员都是学生，自身与
角色能找到相同点，带入个人生活化倾诉的演绎，避
免了教唆式的语汇表达，更容易同观众达成共鸣。剧
目特色是不评判、不教唆，只有年轻的看法和美好的
期待。

刘翀佐特别提到，在整部剧中，床垫道具承担着
重要的场景构建作用。他认为，床垫是家庭不可或缺
的家居产品，有着鲜明的家的符号。3位演员搭建床
垫的过程，也是他们垒起自己心中“家”的过程。演员
在白色床垫之间表演，“白色床垫”内的活动就像一幅
幅生活场景，“家”的故事便在白色垫子上生动起来。

“尼好，戏剧！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火
热进行，本届青年导演扶持计划高校剧目展演板块的
精彩演出也在继续，优秀的作品都在展现着各自独特
的魅力。

8月18日，中央戏剧学院《“小”和“家”》的首演下
午在尼山讲堂和畅厅完成。19日的第二场演出，也在
此成功收尾，两场演出引发了热烈的反响，现场座无
虚席、掌声雷动。

作品以当代年青人的视角，来谈及脑海与心中的
那个“家”，来处理舞台形象。通过故事，带给观众们
更多的思考。

演员由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本科学生邓琳、舞美
系本科学生李宇辰、导演系本科学生孙明缘3人角色
互换进行表演。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在开幕式上说，让儒
学传承与戏剧艺术互相“唱和”。

有感于此，我们会想到儒家思想中“家”的概念。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是儒家
关注家庭地位和家庭伦理的对象。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分
子，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把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处理好，
家庭和谐是构建社会安全、国家和谐的基础。

中国是十分注重家文化的国家，“诗礼文化”“家
和万事兴”“耕读传家”等思想根深蒂固，但面对新时
代、新思维的冲击，我们如何面对“家”的观念呢？有
家才有国，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对于传统意义
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就有“家国天下”的思想。

有“家”才有国的理念是隐隐的包裹进时代中的，
《“小”与“家”》讲述的小“家”圆满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在儒家圣地，文化艺术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向结
合，是儒学和戏剧表演的传承与创新的激情碰撞，像
《济遇·孔子》《孔子·游》《子与阳货》等戏剧，对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文化新标杆的打造，具有非
比寻常的意义。

戏剧年轻化和创作多样性，在这里表现得丰富多
彩，像话剧、舞蹈剧、歌剧等不一而足。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剧目，都是以年轻人
参与、创作和演出的。因为是以原创为主，这些剧目
大多是首次演出，具有新颖性、欣赏性和探索性。创
作人的年轻化和创作剧目的多样性，是这次扶持计划
的亮点之一。

在文化大繁荣的今天，戏剧也应该在传承中继
承、在继承中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戏剧新创
作、新发展的多样性，对年轻导演的扶持和帮助，中国
话剧院的这次留给年轻人舞台的机会功不可没、利在
后世。

把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和高于生活的艺术，通过较
短的时间表现出来至关重要。把戏剧表演让广大观
众理解和接受，关乎这部戏剧的“寿命”。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田沁鑫表示：“在儒
学发祥地，国家话剧院集结青年艺术家群体，志在让
古老中华的种子，开出今天现代文明新花朵。必是绽
放，必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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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杂志社的编辑们建的一个微信群里，
亲民但不扰民。为提高活跃度，主持人常在群
里发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事儿，或时下的一些热
点话题，诸如公共出行、公共安全、育儿经验等
等，有的还是有奖参与，入法眼的能在杂志社
公众号发表，甚至发表在杂志上。

群友们争先恐后地“重在参与”，全程气氛
热烈。记得今年开春那几天的话题是“头等大
事”。这期话题的奖品也特别有趣、丰厚，是奖
励两张话剧《“头”等大事》的入场券。

说实话，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奖项，我马
上就心潮澎湃了。俗话说得好，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来北京多年了，北京那么大，好
多地方我也都没去过。北京到底有多大？答
案肯定超乎想象，据说北京相当于8个深圳，
14个香港，占地面积16411平方公里。而位
于北京王府井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
场，我也是只闻其名，没有去过呢！

现在的我很在乎沉浸式体验，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亲身参与的体验，
才能体会其中的快乐，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单位团建活动的时候，有的同事找各
种理由请假，逃避参加。而我正相反，无论是
北京地区的周末两日游，还是各种小范围的聚
餐，甚至晚上去看电影等等，几乎从不缺席。
对于我而言，有时候去吃啥玩啥已不重要了，
关键是有到此一游之感，生活需要仪式感，拍

照留念，记录下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每每翻看
都是开心的回忆啊，带给人一种满足的开心。
因而，我很期望能去中国国家话剧院看看。

我原先在微信群里参与过几次谈论，因无
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只能是无可奈
何花落去。只恨自己才疏学浅，词不达意，唯
有甘拜下风，但这次我不想再错过和放过了。

我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呢？或许是遗传因
素，精神压力，乃至于头发营养因素等等，我的
白发日渐增多，看上去影响美观，想起来让人
郁闷，也给心理上带来重如泰山的压力。有同
事建议染发，被我放弃了。

大年初八那天，我兴致勃勃去假发店买了
假发，戴上以后瞬间变成帅小伙，简单大气的
假发造型，遮盖了头发问题，还我年轻的精神
模样，连头发丝都写满了俊逸，仿佛年轻了10
岁，顿时自信满满的。据说央视新闻联播最美
主持人李梓萌，就是根据需要戴假发主持呢。
戴上假发后，我还要适当缓解心理压力，以后
要用简单的心境，对待复杂的人生，让心中时
刻充满阳光和善意，以笑容面对人生百态。

没想到留言不到半个小时，群管迫不及待
地联系我，说恭喜我的留言入选为精选留言，特
赠送两张《“头”等大事》的门票。获得奖项的那
一刻，我表面淡定 ，内心已乐开花。我的头等
大事是戴假发，居然能出奇制胜，那微信群里藏
龙卧虎，人才济济，我能胜出，天助我也！也隐

隐有点啼笑皆非，只不过假发我一直也没戴，竟
因为假发这样的“头等大事”而获奖了。

见其他人的留言，有的表意不清、泛泛而
谈，也有的不同凡响。一位自称在小学做厨师
的群友说，我的头等大事，是从“头”抓起，为了
学生健康，心甘情愿剃光头。这样制作美食的
时候，能防止头发掉进食物里，秉承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决心，不考虑发型，光
头也挺帅，也挺酷！

还有一位说自己的头等大事，是与爸爸坚
持在同一个地方合照，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
阻。在约定的日子里，不管身在何方，都要如
期而至，就为拍一张照片那么简单。翻看一张
张普通又真实的照片，每一张都显得弥足珍
贵，值得收藏一辈子。

平白无奇的话，温情暖心，并没有华丽的
辞藻，也没广征博引，只是用最真实的情感，表
达对生活深深的热爱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也是心怀一颗感恩之心，生活中总有一
些点点滴滴微小而确定的幸福，让我信心倍
增。去年年底，参加图书馆公众号的征文，获
得一本图书的奖励，还有报社赠送的雨伞等
等。而这次又获得了入场券的大奖，让我又一
次感谢生命中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期望未来
能一如既往保鲜这样的好心情。

3月2号晚上7点半，我心满意足地坐在
剧场1层6排位置上，爱人嫌结束太晚了没有

车，不愿来观看。而我宁愿就近回单位，几个
椅子并一排当床凑合一晚上，也要美美地过足
戏瘾。而且此票售价180元，还是贵宾座，这
个奖来之不易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我很珍惜这获奖的大好时光。

《“头”等大事》是一部精彩、精致的小戏，3
位年轻的演员一台戏，撑起一个跨度很长的故
事。角色间不停的变化，不断的交替，演绎出
二三十位人物的悲欢离合。

平常看电视、电影，隔着没有穿透力的屏
幕，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而第一次看话
剧，看得我酣畅淋漓，浑身都是无限的舒畅，其
魅力妙不可言，在于身临其境，演员近在咫尺，
面部表情、五官轮廓、个性特点，统统一目了
然，伸手可及。

舞台上的他们，普通得像是邻家兄弟姐
妹，亲近感油然而生。上场不输老戏骨，眼神里
都是戏，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嬉笑怒骂，栩栩
如生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叙事朴实，节奏紧凑流
畅，缓缓展开了一幅古代市井生活的画卷。

我一边欣赏品味《“头”等大事》，一边在苦
苦思索，到底什么头等大事？也许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正如网上的一句话：在乌鸦的世界
里，天鹅也有罪。心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幸
福就简单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本过
客，何必计较那么多。人生除了生死，都是闲
事；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品味“头等大事”
张廷赏

都
市
风

周末下午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