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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房品读奇人阿年
杨明强

许多年前，阿年便已是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四川中国画研究院

副院长兼秘书长、省作家协会会员、

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是一位才华横

溢的著名艺术家。

既然早已功成名就，就该安享

天伦之乐，为何年愈古稀还非要“折

腾”呢？他这不是没事找事、自找苦

吃吗？面对疑问，阿年莞尔一笑，他

坦言：“我这前半生，可堪回首、令人

欣慰的，一是少年历经苦难，发愤读

懂开悟了人世间这部天然巨著；二

是刻苦自学，博览群书，才有了青年

时代的成长，中年时期的收获。不自

我‘折腾’，行吗？”

阿年认定：读书是精神的旅行，

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因此，“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就应双管齐下，并驾

齐驱。所以，他才有了周游了 80 多

个国家的记录，方达到“阅人无数”

的境界。

2017 年春，阿年应邀前往四川

省成都市新都区出席“艾芜文学创

作研讨会”，他在去了后发现，艾芜

故居清流镇竟是一片梦幻田园，宛

若人间仙境。阿年心想：地处川西林

盘的清流镇，是“流浪文豪”艾芜的

故乡，如何更好地传承文脉，让优秀

的思想薪火相传，是一个极具意义

的课题。自己如今年愈古稀，也该老

有所用，老有所乐啊，何不就在此建

造一座大书房，使附近的父老乡亲

和游客可以来此免费读书学习，岂

不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

说干说干！阿年翻出全部积蓄，

并八方筹集款项，共筹资近 300 万

元，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租地

建房。2019 年 6 月，在首批租赁的

14 亩土地上，清流大书房精彩亮

相，其文化沙龙群落，包括6间书房

以及创研室、餐饮研习所、清流别

院、香樟小院、菩提小院等。目前，清

流大书房正在扩大建设规模，拟建

成四川省最大的乡村文化大茶园。

这一年来，阿年带领着由10多名大

学毕业的年轻人所组建的团队，立

足梦幻田园，开心快活地忙碌着，他

们既干农活和接待服务工作，又做

乡村白领，将清流大书房的公众号打

造得图文并茂，视频声频也在公众号

里齐齐上阵，以富有新意的音画结合

方式，更好地服务乡亲、游客和各地

粉丝。这种在清流大书房的带动下

派生的集读书、餐饮、娱乐、休闲于

一体的新型体验方式，让慕名而来

的广大游客既欣赏了现代田园的大

美风光，又感受了文化艺术的浸润

熏陶，同时，也为振兴乡村经济、弘

扬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2019年，阿年被成都市新都区清流

镇人民政府评选为“最美新乡贤”。

日前，笔者有幸参加了 CPL 摄

影联盟在此举办的“清白留香的记

忆”采风活动，在门前就是蜿蜒流淌

的清白江、花树环绕的清流别院，头

枕清流，鼻嗅鲜花，伴着蛙声与鸡

鸣，度过了两个静美的夜晚。

清晨 6点，笔者起床出门晨练，

只见阿年已在花圃间浇水施肥。与

之交谈，他的诙谐、幽默与调侃，让

人忍俊不禁，他的豁达心态更是令

人钦佩。他说：中老年人就该多与年

轻人交朋友，这有利于接受新事物，

与时俱进，让心态永远年轻。他又说：

“我曾在51岁时将过去作废，推倒重

来，重新创业；73岁时又第二次创业，

建造了此处的大书房。我的人生信条

是：生命在于‘折腾’。人这一辈子，就

不要忘记‘折腾’两个字。不懈‘折

腾’，才是我艺术人生的最高境界。

阿年认为，天下第一好事还是

读书。如今，身处知识爆炸的新时

代，各类知识与信息日新月异，对世

人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古人师

旷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光；壮而

好学，如日中之阳；老而好学，如炳

烛之明。”当下，正是倡导“全民阅

读”的新时代，我们更应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地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

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坚持终身学

习，通过有效的阅读方式，为自己、

家人乃至社会营造一方精神高地，

用书香润泽生命，用文字安顿灵魂。

从阿年的话中可以听出，现在的

清流大书房已成为他的心肝宝贝，

既是服务艾芜故乡群众的好去所，

也是他攀上“人生第三层楼”的好归

宿。如今的阿年，有着75岁的年龄、

45岁的精力、25岁的心态，诚如他自

己所言：“人生本来就太短暂，愉快

而充实地过好每一天，比啥都强！”

阿年的大书房情缘和人生境

界，霎时间让人联想到了古代先贤

的书斋情怀与人生追求：

“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

（北宋 张载）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

流年。”（南宋 陆游）

“雨醒诗梦来蕉叶，风载书声出

藕花。”（明代 徐渭）

今天，有志者勤奋读书而修身

利民的境界，在阿年的身上得以诗

意体现。艺术名流归隐田园林盘再

度创业，阿年之奇人、奇事，注定成

为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而存于记载，

传诸后世。

博物馆是展示公共文化和进行

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馆藏的文物、

展品、故事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

化的有形载体。近年来，我国博物馆

行业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全社

会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热”，疫情防

控期间，博物馆虽然不能开门迎客，

但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一些博物

馆顺势而为地从实体走向“云端”，

推出了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在线

展览，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文

化体验。

其实，在线展览并不是疫情期

间的新生事物，很多博物馆早早地

就开辟了专门的网上参观通道，故

宫博物院等大型知名博物馆更是早

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疫情防

控期间，许多博物馆抓住数字化这

一“危中之机”，腾“云”驾“数”再上

新空间，全国陆续推出了2000余个在

线展览项目，仅春节期间的浏览量就

超过了 50 亿人次，向公众展现了“云

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展示出数字

博物馆建设的巨大进步，也为博物馆

的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实体博物馆相比，“云端”博

物馆具有突出的优势，它可以打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参观者不需要

被局限于固定的开馆时间去参观，

也不用长途奔波特意前往，通过手

机、电脑等浏览终端，轻松一点就可

以实现畅快游览，大大节约了时间

和交通成本。在参观过程中，人们也

不用面对拥挤的人潮和嘈杂的声

音，还可以突破围栏、展柜的阻隔，

更加深入、近距离地欣赏文物之美，

感受历史文化之壮阔，这给观众带

来了更轻松、更舒适的参观感受。

当然，在线展览目前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的展览内容

较为单一，只是简单地对线下展览

进行复制，对数字技术运用不足，缺

少真实感和体验性。为此，博物馆还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 VR 呈现、信息

科技思维导入、机器人技术应用等

现代科技的运用力度，不能仅满足

于表面化的“云”形式，要深入挖掘

“云”背后的真正优势。

从长远来看，“云端”博物馆还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普惠性公共教

育方面也有着不小的传播空间，推

动“云端”博物馆进校园、进课堂，让

未成年人能够更加亲近博物馆、更

好地接受历史文化熏陶，这对于推

动现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

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更多的博物

馆积极进行探索与实践，让深厚的

历史文化价值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更大的

力量。

为何一定要称“香

蕈”，而不是它的通用

名“香菇”，是有原因

的。在我们滇中，人工

种植的才叫“香菇”，

因而，“香蕈”饱含了

故乡人心底的那份亲

切和珍视——我们滇

中人，够固执。

立夏过后的几场雨润了滇中大

地，“要出香蕈了！”敏锐的人们心头

蹦出这句话来，于是就有人进了山。

香蕈多生长在干枯的树干上，寻香

蕈的人很执着，任它山高林密、坡陡

沟深，任它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寻

觅的脚步从不会停下，企盼的心更

不会变冷。爬过了沟沟坎坎，越过了

山山梁梁，突然间，你的视野里便出

现了一株枯树，湿湿的；你的鼻息间

就嗅到了一股香味，浓浓的。接着，

香蕈那娇滴滴的身影，就真的出现

在树上，扑入你的眼里。

一朵朵、一簇簇的香蕈，有的雪

白，有的微黄，有的淡褐，正眨着眼

摇着手，朝你张望呢。这时，你心中

的那份惊喜与满足，是前所未有的，

就好比一个老钓翁在水边守得头晕

目眩、腰酸背痛，猛然被一条几十斤

重的大鱼咬了钩，那份惊喜和惊愕，

如何言说？

摘香蕈要沉心静气，要一朵一

朵地摘，不要一把一把地揪，摘下来

后，轻轻地抠掉根部的草屑木渣，抖

去细叶微尘，再轻轻地放入篓内。半

透明的香蕈像温润的玉，也像观音

塑像手里执的那朵莲花。很小的香

蕈就不要摘了，留下吧，它还能生

长，贪心总是令人讨厌的。

春末夏初的第一轮雨水后长出

的香蕈，就叫“头水香蕈”，这时的香

蕈最为极品。其实，很多食物都是如

此，比如香椿，总是第一轮发芽长出

的才好，又嫩又香，之后的便一轮不

如一轮；再如韭菜，第一场春雨后钻

出地皮的，就鲜嫩嫩、香喷喷的，后

面的则一茬不如一茬……这简简单

单的吃，还真有不少学问在里面。

吃香蕈，自然鲜货比干货好。想

吃新鲜的香蕈，清洗时便要有耐心，

要温和地用水慢慢冲洗，不要粗野

地搓揉，要让它保持一朵朵的形状。

可以炖着吃，剁细末，碗里打入鸡

蛋，调好后再放入香蕈末，油盐都宜

少，不用其它佐料；可以煮着吃，老

火腿切成丁或薄片，少量青椒切细

丝，中油温下锅炒，肉熟加水，水开

下香蕈，水再开起锅，这样的一碗香

蕈汤，足以让你饱揽人间至味，尽享

畅快人生。

中国吃香蕈的历史可谓悠久，《吕

氏春秋》中就有关于“越骆之菌”的记

载。越骆，中国南方古国旧称；菌，就是

香蕈。宋陆游有诗曰：“鲜鲫每从溪女

买，香菰时就钓船炊”，这既是对香蕈

的赞美，也是对闲逸生活的写照——

刚出水的活蹦乱跳的鲫鱼，刚从山上

采来的香蕈，那些鲜物的味道该有多

美妙啊，他可真是个“吃货”。

研究表明，不论是野生香蕈还

是人工香菇，都是食药两全的好东

西，其在防癌治癌、延缓衰老、降三

高、抗病毒方面的效果不容小觑，值

得我们重视。今年的头水香蕈刚吃

过没多久，我便开始盼着明年的了，

一年又一年，这份念想，总是放不

下，舍不掉。

沈阳故宫推出
“古趣童心——清宫
文物中的儿童世界”展

新华社沈阳 5 月 28 日电（记者

赵洪南）沈阳故宫于近日推出“古趣

童心——清宫文物中的儿童世界”展，

共展出50件馆藏珍贵文物，带领小朋

友和大朋友们一窥清代儿童生活。

在“文物中的儿童世界”这个展

览单元中，展出多件以儿童题材为纹

饰的文物，如清乾隆粉彩十六子灯笼

瓶等，其中曾在紫禁城钟粹宫后殿使

用的红呢平金彩绣百子双喜炕围格

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这件红呢平金

彩绣百子双喜炕围是首次展出，由红

呢地制成，表面平金彩绣一百个双喜

文字，内彩绣有祝寿、庆元宵、老鹰捉

小鸡、放风筝、堆雪人、放鞭炮等儿童

游戏场面，充满喜庆祥和的气氛。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

本次展览通过对馆藏清宫文物中所

呈现的儿童世界的阐释，让生活在今

天的孩子们能够了解到古代孩子们

的生活状态；也希望通过本次展览，

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

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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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博物馆放大文化价值
闻平

“千年技艺手工木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剑川木

雕展”5月30日在北京开幕。

此次展览以剑川木雕为

主，包含布扎、土陶、石雕等

剑川特色非遗项目，凸显了

浓郁的剑川民族特色。展览

现场还有非遗传承手工匠人

展示雕刻制作，让观众零距

离感受精湛技艺。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副州长李平介绍，此

次剑川县政府与依文集团联

手，将剑川木雕悠久的历史

文化以及精湛的手工技艺带

到都市，依托动机-场景-体

验-个性化的“心”零售营销

模式，不仅让久居都市的人

们近距离地感受白族的原乡

生活，也将同步实现产品市

场化、多元化、产业化发展，

打造“千年技艺手工木雕”

品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木

雕产业模型，将“指尖绝技”

转化为“指尖经济”，巩固剑

川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

据悉，双方还将开展更

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将非遗技艺与市场需求相结

合，将文化旅游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将乡村文化与产业

振兴相结合，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的成果，促进县域经

济持续发展。

千百年来，勤劳质朴的剑

川白族先民在一锤一斧、一刨

一凿间孕育了一批能工巧匠，

创造了精湛绝伦、巧夺天工的

木雕工艺，手工匠人运用木头

的自然纹理及独特的构造形式，量体裁

衣，用一双妙手赋予其新的生命。2011

年，剑川木雕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此次展览历时三个月，在北京

园博园依文时尚欧洲园展出至 8 月

30 日。 （中国新闻网 应妮）

上海芭蕾舞团新作
《起点Ⅲ——时间对岸》
致敬英雄

5 月 30日晚，上海芭蕾舞团全新

创作的现代芭蕾专场《起点Ⅲ——时

间对岸》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首演。“我们已等待太久，非常想念舞

台想念观众。”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

员吴虎生说，自今年1月29日结束国

外巡演后，上芭暂别剧场演出 122天

后终于携新作亮相。这一次，起舞既是

为了致敬抗疫英雄，也致敬芭蕾梦想。

为了《起点Ⅲ》的演出，上海芭蕾

舞团酝酿、创作、排练了数月，这台作

品不仅反映出主创团队对生命、对时

代的感悟，也承载着演员们对医护人

员的深深敬意。首演当晚，近百位来

自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走进剧场，欣

赏舞者们的倾情表演。“疫情让演员

们一下子成熟了，他们懂得了生命的

可贵，懂得携手一起往前走。”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

疫情期间，吴虎生连续创作了

《浮生一梦》《青蓝紫》等新作，把这几

年的所思所想都在排练厅里一一实

现。“在抗疫精神里我领会到爱与责任

的表达，它们给予我创作的力量。在这

样的非常时期还能专注、静心地做艺

术，就是为了向逆行守护者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 （文汇网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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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

信：一个仅有小学文凭的人，

却获得过国际厨师证书，主

编过 10 多种海内外公开发

行的文艺期刊，编辑出版过

上百部文艺类书籍，出任了

5 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兼任

了全国诸多艺术机构的在川

顾问、工作站站长，并已周游

了80多个国家……

我所说的这位奇人，就

是清流大书房的房主阿年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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