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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风湿药方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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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也清清尧云也轻轻遥 那里有如诗

如画的自然风光和极简生活袁让人野身未

至袁心已往之冶遥
野我的心先于我抵达阿勒泰遥 冶叶我

的阿勒泰曳原著作者李娟的一句话袁道出

无数观众的心声遥 电视剧叶我的阿勒泰曳
热播袁不仅将阿勒泰推上热搜袁也让不少

旅行者将阿勒泰定为端午假期甚至今年

夏日长途旅行的目标遥
今年袁影视 IP 与文旅频频野双向奔

赴冶遥 电视剧叶春色寄情人曳火了泉州袁
叶繁花曳带动上海打卡热尧叶微暗之火曳让
婺源的油菜花再次出圈曰综艺节目方面袁
正在热播的叶我们仨曳展示既传统又野潮
酷冶的广州袁叶启航浴 大运河曳将千年运河

文化融入文旅遥 对于观众来说袁影视作

品不仅仅是一本最潮的野旅游指南冶袁那
些美好的风景袁是内心深处对诗和远方

的无限向往遥

从文学之美尧影像之美到
文旅之美

直入云端的雪山、茂密的森林、成群

结队的羊、肆意奔跑的马，还有骑马的少

年，明净纯粹的生命力透过影像画面跃

然而出，阿勒泰的旷远感被描绘得令人

心旷神怡，又略带几分苍茫孤寂。“治愈

系”的风光和“从前慢”的生活，令观众怦

然心动，“好明媚，好治愈”“阿勒泰那片

广袤无垠的草原一定能接住我所有的忧

愁和烦恼”。

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 8 集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播出，引发观剧热

潮。通过影视化改编、创作，《我的阿勒

泰》的文学之美变化为影像之美。原著

中，作者以细腻明亮的笔触全景式记录

了那里美好闪光的时刻，围绕在阿克哈

拉村和喀吾图的乡居生活，展现了游牧

民族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成为许多读

者认识阿勒泰的第一扇窗口。

通过镜头，雪山、绿草、白云、悠悠转

转的马匹与羊群……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将人文关怀倾注在诗意的画面中，阿

勒泰不同季节的多样风景，或寂静或广袤

或幽深或壮美。风景纷至沓来，让人观后

只觉天高地阔，世界浩荡，内心静谧，“短

短 8集，好像做了一场朦胧又美好的梦。”

“一颗名为阿勒泰的种子在我心中种下

了，好想在草原和繁花溪水间奔跑打滚。”

于是，观众恨不得立刻“去阿勒泰吸

氧”。阿勒泰，频频登上热搜———据介绍，

《我的阿勒泰》开播至今，阿勒泰搜索热

度大增，阿勒泰地区度假产品旅游预订

量环比增长 370%。该地区推出多条与

《我的阿勒泰》电视剧相关的主题打卡旅

游线路，并还原剧中巴太树、张凤侠小卖

部、文秀桥等 20 个景点。

“往年，阿勒泰从 6 月中下旬到 10 月

为旅游高峰季，自《我的阿勒泰》热播后，

今年 5 月以来阿勒泰地区接待游客约

2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实现旅游收

入 22 亿元，同比增长 93%，这反映出阿

勒泰地区的旅游高峰已经提前到来。”日

前，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局长德丽达·那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为什么阿勒泰火出圈？为什么阿勒

泰让观众心驰神往？

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这段时

间我一直在想，电视剧名称叫《我的阿勒

泰》，为什么要加上‘我的’？现在有点明

白了，每个人内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阿

勒泰’！”“看这样的影视作品像在读一本

娓娓道来的书。人生是一场旷野，去生

活，去热爱，去受伤。”

有分析认为，观众喜欢《我的阿勒

泰》，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这部剧优秀，

但是也不能否认，它满足了当下观众的

一种心理需求和渴望。《我的阿勒泰》对

“诗和远方”的呈现是具象化的、饱满的、

可以触及和回味的。因此，“诗”和“远

方”，穿越荧屏、直抵观众心灵深处。

此外，网友们多次提到了“治愈”

———“阿勒泰治愈了我。”《我的阿勒泰》

里，阿勒泰带给人们的治愈，不只景色，

更多是由内而外传递出的处世态度。该

剧导演滕丛丛表示：“真诚善良、生活的

美好，是我们拍摄《我的阿勒泰》最想为

观众展示的。”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平

淡的日常散发出最深长的意味。面对张

凤侠在转场路途中所穿的破烂鞋子，朝

戈奶奶开导她“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

地过”；李文秀晚上睡觉时床突然塌了，

张凤侠嘟囔着说“又不是天塌了”……年

轻观众被这些生活哲学打动和治愈的同

时，获得了在现实中继续出发的力量。

“看这部剧就像我在平淡的生活里，

做了一场有雪山、草地、鲜衣怒马少年郎

的短暂的梦。”正因如此，大家都向往阿

勒泰———阿勒泰不再只是地理上的阿勒

泰，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的阿勒泰。

影视作品也是最潮野旅游指南冶

近年来，跟着热播剧去旅行成为潮

流。随着一批热门影视剧的出圈，热播剧

取景地频频出圈，不同城市秀丽、独特的

风土人情，让“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成为

热潮。

《庆余年》襄阳景区已布置好“小范

大人”同款机位

《庆余年》第二季播出以来，热度持

续不减。“小范大人”剧中的一举一动牵

扯观众的心，而剧中的京都、澹州、上京

到底在哪，也让观众们有诸多猜测。事实

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打卡“小范大人”走

过的地方———作为该剧重要取景地的襄

阳盛世唐城景区，已布置好“小范大人”

同款机位，向广大剧迷发出邀请。据了

解，唐城景区里的凯旋楼、明德门、瓮城、

皇宫等标志性建筑，都在《庆余年》第二

季中露脸。数据显示，自 5 月 16 日电视

剧开播以来至 5 月 20 日，唐城景区的

门票预订量环比上涨 125%，带动襄阳整

体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上涨近 90%。而

且，除了《庆余年》第二季外，《妖猫传》

《梦华录》等多部影视剧也都曾在盛世唐

城景区取景拍摄。

《去有风的地方》《春色寄情人》《微

暗之火》景点风光如画

《去有风的地方》热播让本就是“网

红”城市的大理红到发紫，吸引无数渴求

心灵治愈的文艺青年到苍山脚下去“追

风”、找到属于“许红豆”的那份安逸。《春

色寄情人》南枰镇如春风般和煦的淳朴民

风与闲适氛围，让观众渴望打卡泉州，感

受田园散文诗般的舒适和惬意。沪上风情

摇曳的《繁花》，掀起了去上海打卡“黄河

路”的旅游热潮，尝尝和平饭店“繁花”套

餐，在“至真园”门外留影。《微暗之火》里

让人心醉的油菜花田和唯美诗意的清水

镇，让观众禁不住想亲眼看一看汪口景区

的俞氏祠堂、篁岭镇错落有致的房子、秋

口镇的油菜花地……漫步遍布婺源不同

乡镇、景区的画面，仿佛已是剧中人。

城市的自然景观、人文底蕴和地域

特色，通过不同影视作品的镜头，变得鲜

明多姿，富有魅力。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

影像，与现实相互交融，又更为触动人的

心弦。对观众来说，走过剧组曾经走过的

路，看看剧中同样的风景，让镜头里的画

面与现实场景悄然重叠，“因为一部剧爱

上一座城”就这么简单。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启航！大运

河》展示人文景观

如今，在综艺节目的镜头下，城市旅

游也有了“新名片”。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以地理书为导

引，节目走到云南、广西，领略自然风光

之美，探讨“原始森林漂流会对环境产生

影响吗”“为什么阳朔是攀岩者最爱”“天

坑的最终命运是什么”等问题，原本静静

躺在书中的知识点在真实的山川湖海中

变得格外平易近人，也成为家长和孩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指南。

《启航！大运河》开启了一场纵贯千

年、横跨南北的“运河文化”之旅，前往运

河沿线城市扬州、开封等地录制。名家一

边从历史、文学、艺术等多元视角解读大

运河，一边打卡运河沿线的秀丽风光，让

观众向往前去一游。

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开心心地跟着镜

头打卡取景地，镜头下的城市也被注入

了新鲜活力。城市借力影视、文艺作品赋

能文旅发展，为剧迷和游客带来更多积

极有趣、难以忘怀的体验。

“在文旅市场消费回暖的当下，通过

‘影视 + 文旅’挖掘在地文化，可以使影

视与文旅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共赢。”有专

家认为，在当下各种打卡经济、网红地

标、美食名片、夜经济等新形态下，影视

作品要更好地与在地文化相结合，才能

创造出一种万千气象、无比丰富的文化

矩阵，让一个地区的文旅氛围变成真正

的城市品牌名片。 渊莫斯其格冤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

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王杖”是政府

授予年七十以上长者的官方凭证，类似

今天的老年优待证。又被称为“鸠杖”的

它，为什么以鸠鸟的形象作为杖首？持

杖老人可以享有哪些优待？

下面我们从礼学传承、尊老制度、

医学发展等方面，探秘两汉之际河西地

区的历史风貌。

鸠杖是汉代的野老年优待证冶

为彰显汉代“武功军威”而得名的

甘肃武威，是河西走廊的门户，亦是当

时的贸易集散中心。历史上不少学者和

名门望族迁居至此，留下丰富的文化遗

存。1959 年以来，600 余枚武威汉简陆续

出土，还原了河西地区文化交流、社会

安定的风貌。保存完好的《仪礼》简为什

么出现在武威？王杖简、医药简会解开

怎样的历史谜团？这些疑问都将在这里

寻到答案。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

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自

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二字深

深浸润于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武威

磨咀子汉墓群出土的《仪礼》简保存完

整、墨迹如新，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抄

本，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传统提供

第一手资料。

同样出土于磨咀子汉墓群的王杖

简则帮助后人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了汉

代尊老、养老制度。王杖，又称“鸠杖”，

是汉代政府授予年七十以上长者的官

方凭证，持杖老人可以享受多种优待，

王杖简中就有“使百姓望见之，比于

节”的记载。对于杖首的鸠鸟形象，中

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解

答道：“老人容易咳呛，而鸠鸟吃食不

噎，另外古代‘鸠’和‘九’近音，象征长

寿，这两种解释都代表了对老年人的尊

重和美好祝福。”

治疗风湿病的药方千年后还有效

蕴含丰富医学资源的武威汉简医药

简记录了“治伤寒逐风方”“治目痛方”等

三十余则精妙方剂，其中“治伤寒逐风

方”是中国古代早期治疗风湿病的罕见

药方。据介绍，以现代科研手段实证了武

威汉简医药简“治伤寒逐风方”的科学内

涵，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武威汉简《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

出土于不同的墓葬之中。

1996 年，武威汉简中的《仪礼》简、王

杖简和医药简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

家组确认为“国宝级文物”。从礼仪风范、

道德风尚，到医学发展，重见天日的武威

汉简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也让今人得以触

摸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历史脉络。

武威汉简中有条不紊的简文记录、

真实细腻的笔触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不

懈追求和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

渊据央视网冤

何以白石
———五馆联袂揭示大师艺术之路

2024 年是艺术巨匠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遥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野人民艺

术家冶袁一场艺术盛宴拉开帷幕遥 由北

京画院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尧中国大运

河博物馆尧湘潭市博物馆尧成都市美术

馆等文博机构进行五馆联动袁通过线

下看展览尧线上直播导览的方式共同

展示白石老人的艺术人生遥
这场跨越时空的展览袁 不仅是

对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全面回顾袁更

是对他艺术理念的深度解读遥 那么袁
齐白石何以成为大师钥 目前对于齐

白石的研究理论成果有哪些钥 齐白

石的国际传播与影响背后有哪些成

形的深层机制钥 让我们一同走进各

地展览袁 带着以上问题感受齐白石

笔下的生趣与真情遥

问道幸从三益友

出生于湖南湘潭的齐白石，从乡

村雕花木匠到“人民艺术家”再到享誉

世界的画坛巨匠，离不开湖湘人文底

蕴的沁染。在湘潭市博物馆中，“望白

云家山难舍———齐白石原作展”集萃

了省内外 6 家文博机构馆藏原作，分

“灵根秀出湘江水”“问道幸从三益友”

“纵横歪倒贵天真”三部分，共计展出

作品 98 件，其中齐白石作品 64 件，

湖湘名士及齐白石师友作品 34 件。

展览聚焦“望白云家山难舍”主题，将

湖湘历史文脉与珍本文物、数字艺术

紧密结合，开展深度对话，全方位呈现

齐白石在不同时期对艺术的执着追

求与积极探索。

在探讨齐白石为何成为大师这

一主题时，将齐白石请回本土文化

生态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湖湘地

区水系丰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独

特的文化氛围，与水共生的地域文

化在齐白石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鱼、虾、蟹、青蛙等水族题材是

他绘画作品的重要题材。湖湘民间

文化艺术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也是“润物细无声”的。而白石老

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则体现了

他作为湖南人的独特气质。无论是

决定成为“大龄北漂”，还是花甲之

岁的“衰年变法”，抑或是古稀之年

贴出“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白以谢绝

见客，湖南人的勤劳坚韧、务实求

新、忠诚爱国等精神在他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

除却自身勤勉之外，齐白石亦

受益于同乡师友的帮扶，胡沁园将

齐白石接入藕花吟馆讲授艺事、王

闿运将他收归门下点拨诗文。前者

帮他完成了从木匠到画师的身份转

化，后者则助其完成了从画师到文

人的身份转化。还有同为王门弟子

的谭延闿、杨度、夏寿田、郭人漳

……他们或参鉴点拨，或引介提携，

不仅让齐白石迈进文人圈层，更助

其在北京站稳脚跟。齐白石也将自

己对师友的深切情感落墨为诗，一

句“问道幸从三益友”，写出了对家

乡、故土、恩师、挚友的怀念与感激。

白云深处作神仙

1902 年，40 岁的齐白石走出湖

南，游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齐白石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和文人

墨客，他们互相切磋技艺，交流心得。

这让齐白石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绘

画技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作为国内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

文博机构之一，辽宁省博物馆专门打

造了“丹青万象———齐白石和他的师

友弟子们”这一跨年大展，共展出齐白

石及其师友弟子的作品 459件。

此外，辽宁省博物馆与齐白石有

着不解之缘。董宝厚介绍说，1954

年，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前身）

首次给齐白石举办画展———“齐白石

画展”，这离不开当时在东北博物馆

工作的齐白石之子齐子如的促成，他

将自己收藏的齐白石作品捐献给了

博物馆。

在成都，“白云深处作神仙———

齐白石精品研究展”和“天趣画

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

展”同期开幕。展览展出了 136 件齐

白石艺术精品，深度挖掘了齐白石与

巴蜀之地的深厚情缘以及白石之道

的西传历程，全面呈现了齐白石游蜀

期间的重要作品，凸显了他与蜀地人

士的交游。

正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

出的“情有梦通———齐白石笔下的四

季生机”特展通过白石老人笔下的四

时之景，营造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

生命世界：春日的藤萝、夏日的荷塘、

秋日的霜菊、冬日的红梅……墨蝶追

戏，草虫低吟，成群的蜻蜓似舞者一

般，掠过了四季光景，在白石老人笔

下，皆自然、生动、传神。

天趣画境誉海外

1922 年陈师曾将齐白石画作带

到日本展览，使之声誉日隆。后在林

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极力推

荐下逐渐走向世界。这些有着留学

背景、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伯

乐”为齐白石名声的大噪做出了贡

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华天雪

认为，这些起到推介、陪同、翻译、讲

解作用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是齐白石

走向国际的关键，因此以齐白石为

主，对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是

中西交流视野之下的齐白石研究非

常重要的内容。

渊邱武霞冤

“我的阿勒泰”

影视 与文旅“双向奔赴”

共同找寻

可惜无声花草工虫册页之四渊国画冤
齐白石 龙美术馆藏

可惜无声花草工虫册页之七渊国画冤
齐白石 龙美术馆藏

可惜无声花草工虫册页之十渊国画冤
齐白石 龙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