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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
古人。”踩着村庄里的第一缕阳光，
我来到社区的图书屋，继续翻阅起
我常常来读一读的 《诗经》，我追寻
古人的足迹，看到了他们的世界。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的时
代，《诗经》 的诗篇反映了西周到春
秋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
烈，一年十二个月里都有每个月应做
的农活，在九月妇女们制作冬衣，才
能在寒风凛冽的十一月穿上冬衣。聪
慧的古人将一年的农活写作诗来记
忆，观察天气安排农业活动。“呦呦
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
孔昭。”贵族安排筵席宴请来宾，在
一派欢欣和悦的气氛里赞美嘉宾、
殷勤劝酒，彰显周朝的待客之道，
从老百姓到贵族大臣，《诗经》 书写
着他们的生活，描绘了多彩的时代
画卷。

诗歌的创作源于情感的产生，或
悲或喜或哀或怨，《诗经》 的诗篇既
书写着无数的故事，也抒发了别样的
情思。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
归，宜其室家。”绚丽鲜艳的桃花映
衬着这位将出嫁的年轻美好的女子，
众人围着新娘，热情地赞美她的貌美
娴静，祝福她婚后生活幸福。又如
《关雎》 里的“参差荇菜，左右采
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君子弹
琴奏瑟亲近淑女，使她欢愉。真挚
的爱情流淌在琴音之中，美好的淑
女永远是君子所爱慕的对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
人，俾无訧兮。”斯人已逝，衣服上
的一针一线都是妻子对丈夫深厚的
爱，只能在梦中再次相见。苛捐杂
税、剥削压迫使人民不堪重负，斥责
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强烈控诉统治者的贪婪
无耻。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正是因为
先人的记录，经典才得以永久流传，
后人才能了解他们的世界。

数千年前，宫廷乐官走遍祖国大
地搜寻乐曲，这些乐曲渐渐发展为现
在的 《诗经》。各地的民歌民谣、贵
族大臣所作乐曲、祭祀的祭乐……
《诗经》 涵盖了那个时代不同阶级的
作品。“ 《诗》 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诗经》 是我国第
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乃至整
个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起点。这些
凝聚着古人纯真无邪情感的诗篇经
由乐官记录、传唱，向后人展示他们
的世界。

被历史所遗忘的事物，应用文字
来书写。千百年来，这些诗作创作者
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唯有诗作传于
后世，宫廷乐官赋予其新的生命，
去看、去听、去记录、去传唱。乐
官们为后人留下了解他们世界的钥
匙，让创作者以另一种方式被后人
记住，尽管他们自己也消失在历史
的长河中。

经典永世流传，也正因为 《诗
经》，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能
透过文字看到古人鲜活的灵魂，漫游
于他们的世界。也正因为这个书屋，
让我得以在凝视家乡这片土地时，重
新审视和理解家乡人民那份劳作、生
活中的质朴和丰富的情感，亦如《诗
经》里的一般美好。

追寻古人足迹
探访《诗经》世界
□潘彦伶（中学生）

《我心归处是敦煌》，多么幽远而又深
刻，它吸引着我再一次翻开这本书。樊
老，我又来书中与您相会了。

有一种选择，叫“需要”

“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领我
们几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攀缘
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
窟地看过去……”敦煌从此迎来了它的女
儿——樊锦诗。透过书页，我仿佛看到了
在那黄沙漫漫、凡土泱泱、极静谧极边缘
处，您，一位如此柔弱的女孩子，在鸣沙
山对面的洞窟中流连。自此，您将自己
的一生奉献给了这几乎被世人逐渐遗忘
的角落，且穷其您的一生，让它重起夺目
的异彩、再泛梵语胡乐，喜迎千年重生。

我在书页边轻轻画了一个问号：您为
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要知道，这是1962年的敦煌啊！这
里风沙漫天，不仅交通断绝、经费不足，连
取水饮食等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作为实
习生，您却留下了。

“常书鸿先生时任所长，他非常重视
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他意识到莫高窟
外的地基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
需要考古工作人员的介入。因此，常书鸿
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
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我被
选中了。”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简
单到就是因为这里需要您。自此，您远离
学术的象牙塔，投身于敦煌洞窟，“甘坐科
研冷板凳”。我多少有些懂了：有一种选
择，叫“需要”。

选择，正像生命的一首诗篇，我想您
的选择正是这样的一首诗，朴素而又真
诚。需要，作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

需要您，作为中国文化宝藏的敦煌需要
您，于是25岁的您就留下了。这种智慧
是一个人懂得被国家需要、被民族需要的
大智慧，它摆脱了小我的束缚，激励着一
个人仰望星空；它淬炼着柔软的心灵，锻
造出一种执着。“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整个
莫高窟好像是一个人类幸存的博物馆，而
命运的安排，让我置身于这些伟大的艺术
面前，这里的一切完全向我敞开。”您在自
传中这么写道。这种选择是忘我的，您
思考的是“我被需要”，且这是一项事业，
于是，樊老便选择了！这种智慧与勇气
成就着您，也成就了敦煌，成就着敦煌的
新时代。

有一种情怀，叫“守护”

您在书中娓娓道来：“我第一次看到
崖体上的莫高窟的时候，那些密集的洞窟
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
成百上千双眼睛……”

我的阅读又停了下来。
在党河冲积扇带与疏勒河冲积平原

之上，绿洲如一块沉醉的翡翠。蜂穴般的
洞窟里闪烁着微弱灯光。伎乐天神像于
长梦中睫毛微颤，手下琴弦催动，仿佛间
凌空跃起，举琵琶美酒，纵衣带当风。面
对着这尊伎乐天神像，您遒劲有力地写下
一行字——“考古记录敦煌第 112 窟：
《反弹琵琶》”。您开始了对敦煌长达60
年的守护。

终其一生的守护，唯有情怀方能支
持。这本自传里，每一处对敦煌的描述、
每一行对壁画的赞美，都如同一位慈母在
温柔地抚摸着孩子，微笑着哼着儿歌。

我被感动着，思绪被触动了。一个人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是“我想去完成”；最
大的内驱力是什么？是“使命必达”。而

使命不是别人强加的，是“我要去完成”。
这就是情怀，是超越了情感的胸怀。

当您在7 岁时心中就有了“绝不当
亡国奴”的强烈信念，您就已经拥有了崇
高的情怀：守护我们的国家，守护我们的
民族。

回首向来，萧瑟也好，锦绣也罢，心之
归处一定还是敦煌。因为，朴素的爱国情
怀从您7岁起就扎根了。“我拒绝接受采
访。”您在书中写道，“我有什么可采访的
呢？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理解您，
一个有崇高情怀的人，一定会把自己当
作平凡人的，因为守护已成为您的习惯。

有一种信念，叫“奉献”

我去过敦煌，那漫山黄沙的包围，那
千年寂寞的存在，我只存心中两个字：孤
独。是什么让您在60年中，每日在扑朔
迷离的藏经洞前走过，研读着佛国的各色
经文呢？我又在书边画了一个问号。

“敦煌学在国外！”您愤怒了！您直言
不讳，“外国人搬得走藏经洞，可他们搬不
走莫高窟！”

于是，您让自己成为萨陲那太子。您
的最爱是敦煌第254窟《萨陲那太子舍身
饲虎图》。“敦煌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
护，需要为它终生效力的人啊！”“我想，
萨陲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
能舍弃一切，侍奉敦煌呢？”您一次次地提
醒自己。

于是您在这里生育子女，在这里一
干就是一辈子，丈夫罹患癌症去世时，夫
妻二人甚至没有出过敦煌旅游，这才猛
然意识到，自己为了敦煌牺牲了家庭，真
的成了山崖上纵身一跃的萨陲那。但是，
您不悔。

1995年那个夏天。雨后山洪，宕

突泉水淹洞窟，您亲自带着警卫队的
战士奋战在抗洪一线上。抗洪沙包一
袋袋垒起，自然的洪荒之力与人力角
逐，汗水混着心血，忽地，三危山上
金光闪耀，而后两道长虹贯空，相对
炫彩，如佛光，催发禅修慈悲的心。
不，那并非只是禅修之心，更是坚韧执
着、为大我奉献之心！

有一种理想，叫“开拓”

在新时代，让敦煌精彩地走出沙漠，
自豪地走向世界。这是您的理想。

您和团队给出了漂亮的答案。看，敦
煌研究所越来越自信自强！“数字敦煌”让
敦煌元素在游客们的AR设备中栩栩如
生，敦煌瑰宝的数字化，打破时间、空间限
制，满足更多人游览、欣赏、研究需求。

看，敦煌来了！在中国美术馆的数
字敦煌展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看，敦煌来了！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上，“敦煌数字藏经洞”引起
全球轰动……

敦煌在中国，而且始终在中国。
敦煌文化爱好者、敦煌文化的守护

者、敦煌文化的开拓者，她的名字都叫
“樊锦诗”。选择、情怀、信念与理想，使
我们的国家英才辈出；需要、守护、坚韧
与开拓，让我们的文化传承不息。

合上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我
的思绪盘桓在敦煌的上空，我仿佛又
看见您正站在钟爱的 254 洞窟前描摹
着、思考着……您转过身，还是那么
轻声慢语：“孩子，无论何时，我心归
处是敦煌。”

我将书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案上，打开
我的笔记本，写下这样一行：敦煌，也在我
心中；中国文化，永远在我心中。

敦煌伎乐醉千年 丝路彩绘擘新篇
□李熙盈（中学教师）

作为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聚拢文化成果精品的殿堂，在每个中国
人心中，故宫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意
义和文化象征。翻开《藏在故宫里的中
国史》，这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特装
书，其阅读价值正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所说，有形的故宫成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
流的场所和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
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
着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文物之窗：
洞见中华文明史的闪耀繁星

《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以故宫博物
院典藏传世名画《万国来朝图》作为封
面与刷边。书中仔细遴选的故宫文物，
按照朝代的序列，涵盖青铜器、瓷器、
玉器等器物的铸造之法及书法名画的赏
析。作为一本资料书，本书并不是简单
的文物介绍，而是透物见人，以物讲
史。作者将每一件瑰宝的历史内涵、时
代背景及背后的传奇人物故事娓娓道
来，以细腻精湛的文笔勾勒出各个时代
的历史变迁。

从原始部落到大秦帝国，散氏盘、
毛公鼎记录着先秦祖先政治与文化发
展；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闪耀着青铜的
文明之光；秦始皇诏文权彰显着大一统
的总体基调。两汉魏晋南北朝，遴选了
元绪家族墓志、《三顾茅庐图》。鼎盛的
大唐王朝，《步辇图》 描绘了和亲盛
况，比例失真和画面繁简突出着天可汗
的威仪与伟岸；《虢国夫人游春图》将
皇亲国戚出游的盛大场面跃然纸上；
《重屏会棋图》《韩熙载夜宴图》表面描

绘的虽是闲暇娱乐，书中却将其背后暗
指的复杂政治局势详细说来。文人天堂
的两宋时期，《清明上河图》将北宋都
市的景象定格在笔墨之间；《雪夜访普
图》 透露着一代帝王的仁心与温情；
《赤壁后游图》《千里江山图》传递着世
人的思潮流变。可以说，故宫文物复现
着“天朝上国”的荣光与纷争。

通过书中动人故事的讲述，馆藏的
文物不再冰冷而被赋予鲜活的生命，透
过它们，我们得以洞见中华文明一路走
来的风风雨雨、前人的种种经历；得以
穿梭在华夏文明的千年画卷之中，感悟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计其数的光辉灿
烂时刻与令人唏嘘的昨日悲歌；得以寻
找到本源、了解来时路，带给今天的我
们各种深思、启迪、探究。

民族之光：
感悟中国智慧与中华风骨

书中所介绍的一件件精美绝伦、
巧夺天工的文物，放在当今都堪称一
绝，可见古代劳动人民开拓进取、勤
思钻研的民族精神与中国智慧。当我
们走近远古技术条件下手工雕琢的红
山大玉龙，不禁被六七千年前古人对于
物理规律的探索与掌握所震撼折服。如
今被后世视为稀世珍宝的汝瓷，因其精
湛的艺术价值与极高的文化价值，成为
中国瓷器文化巅峰的明珠。这全然来自
聪明勤恳的中原先民，是他们发现了高
温烧制下瓷器炼生的可能性，并在千百
年的工艺探索中，找到瓷器生产之奥
秘，又发明出“裹足支烧”“芝麻挣
钉”等多种烧制工艺。走近这些精致考
究的文物，我们真切地感悟其背后凝结

着的中国智慧，倾注着的先民无尽的心
血与汗水。中国人勤勉细致的优良品质
也在一代代传承中得到延续，铸就了今
日的大国工匠精神。

而瑰宝不只具有审美意义，更承载
着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历代帝王将自身
与龙紧密相连，不断强化龙的尊贵地
位。中华儿女因龙而凝聚在一起，认同
自己是“龙的传人”，这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称谓，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
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
深刻体现；清淡光素的汝瓷暗含着中国
人清雅含蓄的审美情趣；细腻典雅的玉
石契合着中国人对“温润如玉”“冰清
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品
质的追求；展子虔的《游春图》体现着
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对渊博
宽厚的山川湖海的追求映衬着中国文人
谦逊善思的品格；《朱巨川告身》，一份
简单的官文书，却向我们诉说着风云变
幻的社会变革时期江南地区文人对中央
朝廷的鼎力相助，展现着中国人对国家
统一坚定的政治取向；身处饥寒交迫、
困顿凄寒的现实窘境，朱耷却能悬腕运
气，纸墨生发，为后世留下清秀平和、
浑厚高古的书法佳作《桃花源记》，将中
国人安贫自洽、温暖纯真的高尚品德展
现得淋漓尽致。清代后期翡翠制品中的
珍品“翠玉白菜”，叶上刻有栩栩如生的
昆虫，象征着多子多孙的吉祥之意；谷
仓罐屋檐之下簇拥着的燕子，同样也是
传达着中国人对家门德善、家道发达的
企盼。正如书中所言：中华民族既看透
了无常而现实的红尘俗世，却又始终对
人世间保持着热情与理想。文物虽小，
却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精
神追求。

传承之责：
守护文化瑰宝赓续中华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这本书便是一个优
秀的范例，有利于引导广大读者尤其是
青少年群体从心理、认知、感情上更好
地认同中华灿烂文明，提振文化自信。

此外，这本书不仅介绍珍宝的出身
与来历，更将其经历的种种曲折流转与
时光磨砺考验一一述说给读者。命运多
舛，颠沛流离的秦石鼓；历经离乱、蛀
洞累累的《五牛图》；险些被“焚烧殉国”
的《富春山居图》……随着中国逐步走向
世界舞台的中心，宝贵的文物才得以重新
汇聚。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民在文化
传承方面始终坚守着传统，保持着重视思
辨、重视思想、重视人性和高度的文化认
同。这些品质也让中国在历史大潮中保
持了文明的延续和持续的发展。

墨香浸透书页间，字字珠玑映心
田。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在字里行间
深刻理解了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
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重要原因，并深
刻领悟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当我们
传承和发扬这份文化底蕴，终有一天，
会将民族自信的浪花汇聚成滔滔浪潮，
同时也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的精、气、
神、蕴。

感谢这本好书，让我能够沉浸于中
华文明之美，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浩荡洪流中，展
望文明的未来。

墨香浸透书页间 字字珠玑映心田
□杨溪若（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