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

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
2

网址:http:// 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生态旅游

浏览上海博物馆
别过热闹非凡的黄浦江畔，返回时又乘上地

铁。不知走了多少条街，终于走出了站口。转过
弯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下榻的锦江饭店。告别时
王先生问我明天有什么打算，我随口说想看看上
海的文化古迹，他便说可以让小赵带我们去参观
一下上海市博物馆、新华书店和古籍市场，刚好
这几个地方都在南京路一带的繁华地段，我当即
表示十分赞同。我知道这个决定肯定会不合夫
人胃口，她因文化差异对我的兴趣一贯持反对态
度，明天的行程此时她不明白所以，但一到明天
肯定发出不满之声。尽管如此，为了我的兴趣爱
好，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买了张上海市区地图，才初步弄清了我们所
处的位置和昨晚行动的方向。原来，王先生特意
为我们安排的锦江饭店，正处于全市的繁华地
段，与最热闹的南京路不是很远。王先生的用苦

良心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方便逛街及游览
风光。仔细看过地图，发现昨晚我所理解的方向
完全错了。昨晚出得地铁站口，在一处繁华地段
的一座楼上用过晚餐，之后王先生一路领我们奔
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以我的理解，我们是从
东往西走，因此到了黄浦滩头，自然是江之东岸，
我们看到的对岸是西岸。看过地图后才恍然大
悟：我的方向感完全错了，不是从东往西走，恰恰
相反，是从西往东走，整整误差了一百八十度。
这对明天的行程也有帮助，它使我回复了本真，
从此不再晕头转向。

第二天，也就是9月22日，吃过早点后，小赵
就来带我俩前去目的地。照例是钻地铁出地铁，
稍微走一段路后就远远见到一个高高的圆拱顶，
小赵说那就是上海市博物馆了。

据介绍，上海市博物馆是世界闻名的古代艺
术博物馆之一，始建于1952年，位于人民广场的

新馆建成于1996年。新馆建筑由方体基座、巨型
圆顶及拱形出挑组成，形如铜鼎，暗合中国天圆
地方的宇宙观。南门两侧八尊汉白玉雕塑，极具
庄严雄浑之气。上海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近百万
件，其中珍贵文物13万件。藏品包括青铜器、陶
瓷器、书法、绘画、玉牙器、竹木漆器、甲骨、玺印、
钱币、少数民族工艺等21个门类，其中尤以青铜
器、陶瓷器、书画为特色。

一进馆内，就充分感受到屋高、厅宽，更兼陈
列品琳琅满目、熠熠生辉、目不暇接，有着全国最
大的直辖市的身份、威风和气势。只是有一点，
各展室中灯光略觉昏暗，不得不凑近了细看。尤
其解释介绍的内容部分，位置高，字也略嫌小，看
不大清楚，以至影响了观赏质量。我想，这略嫌
昏暗的灯光，绝不会是为了节约用电，很可能还
是为了保护文物的原因吧。尽管文物众多，各展
室又有各自的特点，一时半会是难以浏览完的，

于是我便选择了平时喜好而又感兴趣的几个展
室看一看。

我先是选择了少数民族工艺馆参观。据介
绍，少数民族的生活用品几乎都有雕刻装饰。雕
刻工艺品主要有竹、木、牙、角、石、骨雕等，大多
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分别用雕、削、磨、壓等工艺
制作，其中竹木雕刻最普及，台湾高山族木刻刚
劲豪放，彩绘木雕渔船更有特色；云南各民族中
竹木雕刻常以精细工整见长；维吾尔族用塊木鑿

制可摺叠的书架独具匠心；黎族骨刻髪簪和苗
族、侗族的牛角雕刻品也相当杰出。

我先走进了少数民族服饰馆。面对色彩斑
斓特色各异的展品，边欣赏边浮想联翩，兴之所
致天马行空起来。这大约是知识分子的习惯，我
也未能免俗。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组成了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华
夏的文化与文明。在工艺美术的发明和发展史
上，各个民族取长补短，彼此融合，使中华民族的
文化呈现出纷繁绚丽的色彩。

各民族的服饰是其民族文化的象征，也反映
了人类文明的不断积累、发展和进步。由于各民
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民族性格以及艺术审美的差异，服饰
的用料和款式、色彩图案、鞋帽和穿戴方式、首饰
以及制作工艺等也都千变万化、风格迥异。

色彩明快、图案多样的各民族染织工艺品，构
思独特、民族特色浓郁的金属器、漆器、陶器，以
及雕刻、编织、面具等工艺品，都反映出古朴的民
风和细腻、工整、华美、逼真的技艺，象征着各民
族人民勇于创新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及热爱。

各民族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风格款式
迥然不同，同一民族因地域、支系的差别，服饰也
各异，它是识别各民族文化的重点标志。民族服
饰有毛皮、棉、麻和丝绸等各种质地，以刺绣、挑
花、拚花、镶边、蜡染等精致工艺作装饰，有的边
缀以银饰、玉石、珊瑚、玛瑙等。北方民族服饰质
感厚实，多宽袍长褂，配置皮帽统靴，而南方民族
服饰较轻巧，以短衣、裙裤为主，色彩淡雅秀丽。

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展品中还有一套纳西族
服饰。那是丽江纳西族同胞的服饰，端庄秀丽。
可惜没有我们东巴圣地白地神川的纳西族服
饰。这里居住着纳西族古老支系纳罕人，至今保
留着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其中就有古朴典雅独具
特色的纳罕服饰，如能在此展示，将是增色不少。

我还着意观赏了少数民族工艺品。它们包括
金属工艺、木雕工艺、彩绘、漆绘、面具等，无不体
现出少数民族匠人的智慧、巧思、技艺。这里我
仅就其中几件略作介绍吧。

其一、藏族白度母鎏金铜像。藏传佛教是中
国佛教的一个支系，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
造像艺术，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佛像艺术，有
着特定的仪规。度母，在藏传佛教中是观音菩萨
的化身，白度母因身色洁白而得名，又称“七眼
女”，象征能观照一切众生。

其二、彝族漆绘餐具。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盛
产漆器，这套彝族餐具，有一只硕大的盘承起壶、
碗等22件器皿。上面用红、黄、黑这三种彝族最
喜欢的色彩描绘出富有象征意义的各种图案，传
递出独特的文化信息。

其三、傣族锤花人物故事银罐。居住在云南
省西部边境的傣族擅长制作银器。此银罐罐内
原有3个小盒，分装烟叶、槟榔和石灰。采用了

锤花工艺，即把银坯置于模具上锤击而成。罐上
纹样反映的人物故事与傣族信仰的小乘佛教有
关。该罐造型端庄，工艺精细，表现了细腻典雅
的傣族风情。

其四、维吾尔族木雕书架。维吾尔族木雕书
架是用整块木料凿刻而成，设计精巧，可以折叠，
携带十分方便。造型独特，样式低矮以适合维吾
尔族席地而坐的生活习俗。

其五、高山族彩绘木雕渔船。高山族彩绘木
雕渔船由居住在台湾兰屿岛上的阿美人制作，船
身用多种木材拼合，整体造型优美而奇特，船舷
两侧雕刻代表不同家庭标志的花纹，再用红、白、
黑三色彩绘，刻工细致，色彩鲜明。

其六、面具艺术。少数民族的文艺和宗教活
动中，常使用造型夸张、色彩浓重的各种面具，有
强烈的民族特色。贵州木雕汉戏面具有“正神”、

“凶神”、“世俗人物”三类；木雕彩绘的“地戏”面
具多表现历史上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而藏族
彩漆面具以鬼神、兽面为主，是宗教活动中的跳
神道具。

其七、金属工艺。许多少数民族金银铜等金
属工艺，制作技巧有锤花、錾花、刻花、鋛花、绞花
以及鎏金银等。维吾尔族铜器纹饰繁密、艺术特
微浓郁奇丽；藏族佛教密宗造像庄严玄寂；傣族
银器雕刻精细，风格秀雅。不少民族中盛行银
饰，每一种银饰均有不同的花式纹样。苗族妇女
节日盛装中佩戴的银饰，更是华贵璀璨。

于是我想到：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
互相融汇、共同创造的。由于社会条件、生产方
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中，形成风格迥异的文化，最有特点的是各
族的实用工艺美术品。这些种类繁多、色彩绚
丽、技巧纷呈、生活气息浓郁的卓越创造，构成了
中化民族文化艺术中广袤、奇异、美妙的氛围。

平时我十分爱好书法绘画，所以特意参观了
这两馆。按这两馆的前言是这么说的：“商、周时
代的甲骨文、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战
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字又经历了篆、
隶、草、行、楷的字体演变，形成多形态的汉字体
系。各种文字又因不同地域、不同应用范围和时
间先后等因素，出现纷繁多姿的变体和别体。”

“甲骨文和金文已表现出艺术意趣。到汉魏
之际，书法的审美意识由自发进入到自觉。两晋
和隋唐时期，书法家辈出，书法理论的探究日益
精微，并建立起草书和楷书的法则及典范。”

我对书法的学习和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不仅
学写汉字书法，还创作了数百幅纳西东巴字帖，
还出版了《东巴书画选》，系《杨正文文集》之七。
绘画也一样，尤爱画国画及漫画，国画中尤爱山
水画。因此不仅认真看细揣摩，还索取了两馆免
费发放的资料。顺便说一句，我还在大学时代就
临摩过毛泽东书法，已经到达九分像，至今仍珍
藏着呢。

总之，参观上海市博物馆，无异于享受了一次
视觉盛宴大餐。可惜时间紧张，未能逐一细细品
尝。这种机会，恐怕终此一生不会有第二次了
吧。特作七律诗一首以志此事。

诗曰：
老来再游上海城，首站便选博物馆。
展品琳琅难尽览，文物璀璨未全观。
几回驻足叹手巧，三次附首惊熟娴。
出门犹欲品兰馨，舔唇胜似视觉餐。

（未完待续）

耄耋出游也发狂
●艺德高·阿文（杨正文）

洗好下楼，见他们围坐一桌，感觉在等我，搞
得我不好意思，拿起碗筷准备开吃。他们不动，
我又放下，问：还有人？

老板娘说，还有一个，去拿酒了。一会儿，帅
哥抓了一个口杯过来，往桌上一压，一边撕，一边
说：不用等我啊。他给自己倒上，问我，要不要来
点？不了，我说，酒量不好。

开吃。我夹了块青椒。餐厅在小院边上，是
个大棚，底下一张横桌，比较矮。你坐那儿，得压
着肚子吃饭，近似于蹲着。白族、纳西族、藏族，
都喜欢这样的矮桌，我是习惯了，但胖子不一定
习惯。对面的台湾女人有点胖，夹一次菜，坐直
了才吃，好顺下去。她挥筷子，再提筷子，就吃得
慢。这一慢，就显得文雅，不像我趴着猛吃。

我确实饿了。
我们都说做得好吃。老板娘很开心。真的

啊，台湾女人说，我来云南这么久，这一顿最好
吃，最好吃，最合我胃口。做菜很辛苦，出于礼貌
也应该说好吃，但她夸得有点过分，连老板娘都
不好意思，摸了一下额头上的头发：哎呀，哪有哪
有。

帅哥说，娶到你真有福气。真的吗？老板娘
一侧身，瞪起大眼睛。真的啊！帅哥说，可惜啊，
我没这福气。你怎么知道没有，老板娘说，多住
几天，我做给你吃的嘎。她再侧身，我才发现露
得更多。再后来帅哥陷入被动，话挑话，明显落
于下风，老板娘却一直“咯咯”地笑，半托着碗，饭
都没怎么吃。为了打破局面，我突然说：你，台湾
来的吧？

哇塞，对面说，好厉害耶！你怎么知道。我
想说听口音就知道，帅哥抢先说，进门我告诉他
的，搞得我临时改口：这些年，台湾同胞来得不
少。

于是，话题引入台湾人。他们说着什么，我
却发起愣来，想起去年在郎木寺，曾遇见过一个
台湾人，也是一住好多天，还一起打过牌，使劲回
忆那人的脸部特征，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感觉也
是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倒是那晚寒冷的夜空，以
及遥远而明亮的星光，记得格外清晰。顺着星光
往上，大山还在沉睡，我们脚下“咯咯”直响，踩着
硬邦邦的白霜，穿过轻薄的晨雾，去看天葬台。

下来的时候，晨烟四起，在民宿和寺庙上方，
飘成了一层层发亮的薄云。我们走着，觉得一切
都很远，远得像在另一个星球。一起度过了那么
多时光，在异地，在他乡。身边有个人，跟你一样
敏感，一起走过河流，青草之下，鱼儿游着，在过
它们的生活。越想越觉得感动，大概真感冒了，
等我抽身回来，他们都吃完了。

放下碗，我决定出去走走。
老板娘说，出门右转再右转就有药店。我看

到药店，却没买药，继续往前走。就一条街，是九
十年代的乡村，其实没什么好走的，走啊走，只是

怕别人打扰我感冒。
回到青旅，帅哥还在喝酒，他招呼我过去，去

大厅聊天。我说累了，要回房休息。唉，他说，你
比我年轻，正是精神之年，这么早睡觉？他骑了
一天，台湾女人说，累了。

累什么，帅哥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骑行
川藏线！听他这么说，我就问了几个问题，他果
然兴奋，说起自己的年龄、工作、经历以及曾经执
行的任务。他搞刑侦工作，刚刚破获了一起大
案，累得不行，把假期集中起来旅行。不行，他对
领导说，准不准假我都得走。把假条交上去，就
立刻动身了。

看他的手，我想，这手抓过那些人。要蹲点
吗，我问。要，有一次我守在一个小区门口……
也许就在我爬山的时候，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年轻
人，正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两眼通红地盯着小
区门口进进出出的陌生人。

看他说话的表情，感觉是个很在乎自己的
人，联想到我自己的感冒，莫名有一种怜惜。哦，
不对，是悲切，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样，虽
然太古典，听到还是感动，为人世间卑微的情感
而悲切。是啊，人生这么短暂，每个人都必须满
怀热情，早早地闭上双眼，把自己关进黑暗里睡
大觉，实在太不应该，太不懂得珍惜。但我的确
累了，要去擦清凉油。

朋友，我说，改天再聊。我也知道，今生今
世，不会再有改天了。第二天早上6点，天还没
亮，我在客栈门口吃米线，遇见一个女的。我不
认得她，正在想早餐店老板是东北口音，东北人
真不会做米线，不过蒸笼和山雾混在一起，在朦
胧灯光的山间清晨，传来异地口音，还挺浪漫的。
哎呀，这个女的说，是你啊！见我困惑，她又说，
昨天碰到的，你骑着摩托，给我指过路。

哦，对对，我说，你们进藏。就是他！她指着
我，向好几桌人介绍，从德钦骑摩托过来的。那
些人纷纷冲我点头微笑，搞得我不知所措。都说
那边不通车，只有你过来了，我跟他们说，他们还
不信。

明白了，她是想叫我证明，证明她的见闻是
对的。我依了她，又诉说了一遍那边的路。

哼，她说，你们还不信。她很开心，甚至坐到
我对面，说要进藏，只有今天通车，问我去哪里。
我让她失望了，我说我不进藏。本想说要去找核
桃，怕她问核桃，就随口说去别的地方。

哪里啊？她问。怒江。怒江啊，我们昨天从
那边来，你要骑这么远？我也是随口一说，看她
这么惊讶，忽然暗下决心，今天一定到怒江。那
里有一座桥，我们曾经买过荔枝吃。怒江的荔枝
不比广东，有一点涩，但涩得有味道。

你要小心啊，她说。我把荔枝切换到这个女
人的脸，听她说，我们走了。刚出丙中洛就下雨
了，骑到第一湾，不得不停车换雨衣。云海分了

好多层。我不敢多看，紧盯着路面，怕打滑。公
路一直在眼前扭动着，扭到后来，我感到腰疼，屁
股开裂，不时站起来，想让下身舒服些。

轰地一声，一块巨石坠落江中，激起大朵水
花，随即被滚滚洪流淹没。

怎么回事？我放松油门，看到对面的悬崖
上，有一架挖掘机，正在施工。因为挖掘机，我决
定停下来休息，顺便看看热闹。说是热闹，周围
并没有人，就我站在江边想，那么高，它怎么上去
的？

烟抽到一半，有个人背着两只鸡，从我身边
走过。我冲他微笑，他却不回应，木然走远。这
一路上，总能见到一些闲人，三五成群，坐在离村
子不远的路边。看什么呢？一直不知道原因，此
刻恍然大悟，他们是在纳凉。像我小时候那样，
在村口大樟树下听大人闲聊。

他们走路的时候，表情严肃，只有坐在地上，
把脚伸向路面，生活才得以舒展。

正想着呢，又过来了一个人，我再次微笑，他
用手一指，指向斜前方。去哪里？我问。他不说
话，还是一指。我就跟他走了一段。

走到江边，他站住了，我看到他的另一只手
破了，抓着一把草。手破了啊，我说。呜呜，去对
面，他说着从背篓里拿出一圈绳子，套在了铁锁
上。顺着铁锁，我才发现，这是条过江铁锁，一直
横到江对面。

你就用这个过江啊，我问，危险吗？他摇摇
头。我说，怎么溜过去呢，不会掉下——话还没
说完，响起一阵刺耳的滑轮声，他已在飞离，越来
越小，我大喊“厉害”，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点，迅
速融进了对岸的丛林。怎么不打个招呼，我还没
看明白，人就飞了呢。我向两边张望，决定再等
一个。

等了一会儿，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挖掘机还
在掉石头。算了，我想，下次自己滑。过了福贡，
浑身燥热。白花花的阳光，照得昏昏欲睡。我一
直在找地方，看哪里好躺下，犹豫来犹豫去，错过
了不少空地。

看到一个篮球场，不挑了，就这儿了。我把
鞋脱了，袜子也脱了，找了一块树荫，倒头便睡。
迷迷糊糊听到有人扫地，眯眼一瞧，有个影子弯
腰在一片金黄里，正在收篮球场的玉米。我一扭

头，继续睡。
一睁眼，看到一张脸，笑眯眯的看着我。啊，

我打了哈欠，我睡了多久？晓不得。有厕所吗，
我问。这个，她指向球场边，我家的厕所。

我光脚穿鞋，先去上了个厕所，回来掏钱包，
准备给她钱。不需要了，她摆手说，不需要了。

奇怪，初次见面就请我上厕所？我说，你家
建了厕所，而且就建在路边，怎么不收费呢？你
们的屎我好肥玉米。啥，听得我笑起来，这个农
妇倒实在，但除了肥玉米，再多收一笔，不是更好
么，这一进一出都有利润。她的回答是，村上不
让。想想也是，过路客并不多，大都在路边解
决。我脱鞋穿袜子，她也不嫌臭，拿了把扫帚坐
在旁边。等我走了，她要扫扫？

我想再说点什么，却不知说什么好，就这样
莫名其妙，两个人在篮球场坐了会儿。

好热，我说。她不回应，不说热，也不说不
热。也是，我这一路飞奔而下，越走越热，她一直
在这里晒玉米，气温变化并不明显。没什么好聊
的，我还得赶路，起身说，走了。好，她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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