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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听广播，主持人与听友互动，聊各地清明节的

饮食习俗。这才知道，前几天孩子参加活动，商家赠送的

青团，青青绿绿的一团，入口软糯香甜，是清明节传统的

美食。

清明现在是祭祀、踏青的节日，古时候则更多地与

“吃”有关系，叫寒食。清朝诗人全祖望有一次出游，看望

朋友，朋友很高兴，拿着新酿的酒招待他。诗人“方知是

寒食，禁烟冻厨斋”。

更有名的典故则是，一代文豪苏东坡被贬黄州，不知

不觉已经过了三个寒食。这年，在风雨交加中，诗人“空

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直到看见乌鸦衔着坟前烧剩的

纸钱飞舞，才恍然醒悟到已经到了扫墓的时节——“那知

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两位诗人，一喜一悲，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都忘了

寒食的习俗：禁烟冻厨斋。

现代人知道寒食的不多了，很多时候，人们把这个存

在于古诗文中的节日等同于清明。实际上，寒食在农历

清明前一两天。比苏轼更早的南北朝学者宗懔在《荆楚

岁时记》中这么记载寒食及其习俗：“去冬节一百五日，即

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寒食禁火，只吃冷食的习俗肯定要比记载更早。相

传春秋时晋国的介之推辅佐重耳（晋文公）回国后,逃隐

山中。重耳烧山逼他出来，介之推抱树不出，被火烧死。

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这一天点火煮饭，只吃冷食。以后

便相沿成俗，叫作寒食禁火。

中国人的浪漫与实用主义可以是这样——用感人的

理由和意义“创造”节日及习俗，后人或受激发，或受约

束，在这个节日里创造出恰当的美食。

有什么事比“吃”还重要呢？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在肠胃或者味蕾的满足之上，又确有一种独有

的情感和追求。于是，“吃”便不只是“吃”了，有了“文化”。

孩子才 5 岁，他当然不懂那一团绿绿软软的青团有

什么“文化”。他是个小“吃货”，但是他也知道每个地方

的饭菜有不同的风格和品位，奶奶来照顾他的时候做的

饭，与姥姥照顾他时不同，他都爱吃。

我还没有告诉他，这些不同背后基于怎样的风俗差

异。未来，他有很多时间去认识了解这些。但他的的确确

也知道了一些特殊日子里，饭桌上的不同。

一方小小饭桌，平常烟火，文化就在其中。

如今，中国人都吃饱了肚子，开始追求“吃好”。“吃

好”的一个体现，就是传统的饮食习俗开始回归。比如，

“冬至饺子夏至面，大暑小暑吃黄鳝”，讲究一些的人还知

道“清明螺，赛肥鹅”“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什么惊蛰吃

春梨、霜降吃柿子，“不时不食”的传统饮食观被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和接受。

“时”和“食”的统一，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这种烟

火里的智慧和哲学，我想，孩子们长大了也会懂得。

文化就在烟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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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无论是从事考古行业近 20 年的曹

雪利、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郭茜，还

是总决赛中年纪最小的选手张心远，在

这次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他

们作为文物保护事业的接力者，都在为

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尽全力、倾所能。

他们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接力者，为热爱尽全力

视 线G

首届新疆文化艺术节舞蹈专业比赛举行

为宝书局重装亮相

打造“活的中轴线博物馆”

文文物修复物修复
在在行动行动②②

本报记者 郝赫

“我陈望道，愿意同你们一起，追望这条

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电影《望道》的开篇，

演员刘烨饰演的陈望道一袭布衣长衫，立于

三尺讲台，掷地有声地向底下的学生介绍自

己新改的名字——陈望道。

日前，电影《望道》在院线上映。影片以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

为核心讲述了 1919 年至 1949 年间以陈望道

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追望真理、坚守信仰

的革命故事，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经亨

颐、戴季陶、蔡慕晖等历史人物一一出场，宏

大的历史场景悉数展现。这部电影由上海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出品，侯咏执导，刘烨、

胡军、文咏珊等领衔主演，吴晓亮、奚美娟特

别出演。

陈望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

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他于1920
年8月首译《共产党宣言》，为此废寝忘食，误把

墨汁当糖水吃，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一

段佳话。正如影片中陈望道的一句台词，“我

一生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荣。”这部重要的

译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影片在叙事上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注重展现陈望道对周围人尤其是青年的

影响和辐射，以个性化、人性化的叙事方式，

刻画了和陈望道一起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

“望道者们”的群体画像。影片中有一条人物

线让很多人为之动容。参与《共产党宣言》印

刷的工人杨阿龙，在陈望道的影响下走上革

命的道路。面对反动派的利诱和威胁，他不

改初心不畏生死，最终壮烈牺牲。17 年后，

陈望道的学生杨逢林去延安前，将其父珍藏

的一本《共产党宣言》回赠予陈望道。原来，

这位已经成长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学生，就是

杨阿龙当年来不及见上一面的孩子。

在风雨如晦年代里，所有人都迫切地需

要找到一条路、一个指引、一份希望。这条人

物线呈现出的奇妙缘分点明了传承的意义:
父亲牺牲后，儿子追随父亲的足迹继续前

行。坚守着同一信仰，无数仁人志士满怀热

血、前赴后继，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艰难

行进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信仰如一束光。光作为重要的镜头语

言，贯穿了影片始终。无论是陈望道在家乡

老宅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点亮的一盏油

灯，还是屋顶倾泻而下的天光；无论是随着一

沓译稿成文，交映的烛光与日光越发明亮，还

是洒在忙碌的印刷工人身上的温暖和光明，

都和影片中大雨滂沱、天色阴沉的场景形成

鲜明的对比。

就如影片中所言，共产主义如光，打破黑

暗，唤醒同胞。当影片叙事时间进入 1949年

时，洒满阳光的蓝天下，陈望道立于路边，看

着无数人手中的旗帜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陈望道是一位点灯的人，也是播撒火种的人，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群坚守信仰的青

年，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从“望道”

到“望道者们”，信仰展现出的巨大力量穿越

百年，筑牢理想信念的标杆，历久弥坚。

影片最后，晚年的陈望道回到当初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老宅，明亮的光影中，烛火长

燃，一路照亮革命人坚守的信仰之路，照亮中

国前进的光明之路。“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

负”，这是影片点题的注脚，也是一代代人矢

志践行初心的生动诠释。

信仰的力量：从“望道”到“望道者们”

“首届职工文艺展演”在京录制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国

资委宣传工作局共同主办，全总文工团承办的“凝心铸魂跟党

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全国首届企（行）业歌曲、职工舞蹈、

职工曲艺小品展演暨颁奖晚会（以下简称展演）在京录制。

据悉，该活动自 2022 年 4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集

活动，得到了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报

送作品 800 多部（首），涵盖全国十大产业工会、30 余个地区、

300 多家单位。经评委会认真初选，评选出优秀及入围作品

192部（首）；再经评委会第二轮评选，共评选出 88部（首）优秀

作品。

展演共分为职工舞蹈展演、职工曲艺作品展演、企（行）业

歌曲展演三个板块，广大职工群众中间的文艺爱好者和专业

文艺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同台共同演绎此次活动征集来的优秀

作品，为劳动放歌展现新时代广大职工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我们为增加活动的多元性、体现活动的群众性，在‘首届

职工文艺展演’中，不仅仅能够看到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文艺爱

好者们的演出，还可以看到专业文艺工作者演绎来自职工群

众中间的优秀作品，此外我们还邀请了群星奖获奖作品和我

们一起参与到演出中来。”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

陈思思在采访中表示。

全总文工团党委书记、团长钱磊说：“在广大基层职工当

中藏龙卧虎，他们的作品更贴近一线，贴近生活，此次‘首届职

工文艺展演’就是把广大职工中的好作品、优秀文艺人才挖掘

出来，让他们走进艺术殿堂，在舞台上演绎属于他们自己的生

活，用文艺振奋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进一步凝聚广大职工的力量和智慧。”

经过两年时间的精心筹备和转型升
级，坐落于北京地安门外大街的新华书
店·为宝书局于日前重装亮相。书店共
有 500平方米，涵盖图书、文创产品、展
览、咖啡、文化活动、多媒体体验等诸多
服务功能。书店作为中轴线遗产区范围
内唯一一家挂牌文物经营的书店，见证
了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日前，首届新疆文化艺术节舞蹈专业比赛在乌鲁木
齐举行。本次舞蹈专业比赛共收到新疆各地州推荐的中
国古典舞、现当代舞、民族舞等87个参赛作品，其中29个
原创舞蹈经初评筛选后进入决赛。 刘新 摄/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朱欣

一场比赛，让接力者们站在了一起。

曹雪利是考古探掘工项目唯一入围总决

赛的女性选手，赛场上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

沉着冷静。郭茜赶赴山西参赛当天，刚刚通

过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她感激有机会参赛，连

说了 3 次很幸运。在总决赛所有选手中，20
岁的张心远年纪最小，于他而言，与高手同台

切磋已是荣幸，并无遗憾。

热热 忱忱

2004 年考入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后，曹

雪利就再没离开过考古。如今她 38岁，在陕

西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已有 3年。

曹雪利原本没想参赛，直到发现好些业

内高手报了名，她担心学生比不过，这才决定

参加。“也算给学生做个榜样。”她说。

从陕西省选拔赛开始，曹雪利便带着学

生去考古勘探项目上训练，和师傅们商讨比

赛方案。每次去项目上，她至少保证有 5 个

小时的实操，晚上要是还有劲儿，会再去游泳

1个小时，锻炼臂力。

结果如曹雪利所预料，在考古探掘工项

目中入围总决赛的女性只有她自己。

对于还是学生的郭茜和张心远来说，参

加这次比赛则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

“大赛首次将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

纳入比赛，导师鼓励我一定要参加。”郭茜来

自山东艺术学院，她参与修复过章丘大圣寺、

沂源栖真观的壁画，和济南长清灵岩寺彩绘

泥塑罗汉像。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是她理想

的职业。

总决赛有 4 位在校生选手入围，陶瓷文

物修复师项目的张心远也是其中一位。他从

高中起学习文物保护与修复，目前是北京联

合大学一名大三学生，读的是“3+2+2”7年贯

通项目。

“3+2+2”是北京联合大学、故宫博物院

和 北 京 国 际 职 业 教 育 学 校 联 合 开 展 的 项

目。前 3 年，学生在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就读，后 4年在北京联合大学就读，目的是为

了培养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听起来，张心远对比赛没有太大负担。

“作为学生，主要还是以学习为目的。”他说，

参加比赛是想检验修复技艺，同时找找与高

手之间的差距。

自自 知知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选手中，26 岁

的郭茜年纪最小。与她同场比赛的，都是来

各地文物保护企事业单位的“前辈”，从业年

限最长的有 40年。

郭茜坦言，赛场上她有些紧张，思绪也

有点乱。前期观察壁画情况、制定修复路线

时，所花时间较长。后来清理白灰和霉菌病

害时，又一直把握不好度。比赛进行到半

程，她仍觉得清理不到位，但还有加固、补

配、做旧等工序要完成，她不得不放弃继续

清理的想法。

由于对“遗迹”深度预判有误，曹雪利在

比赛前两个小时，也做了些无用功。

按照要求，在 100 平方米的标准化比赛

区域，曹雪利要用最少的孔，把“遗迹”找出

来，卡出它的边。同时，她还要绘制平、剖面

图，记录 3个有效孔和绘制柱状图，以及完成

探区地下堆积勘探记录等。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 1 个小时，相邻的选

手已经在写材料，曹雪利还没有完成卡边。

“我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先把情况摸清

楚。”曹雪利很坚定，做资料对她来说不是难

事，留 40分钟足够。

但无论如何，再想把东南西北都排查一遍

是不可能了，曹雪利决定赌一把：往南打孔。

“我达到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水平。”张心

远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特别是在工具和

材料的掌控上。

此次比赛，张心远修复了一件民国时期

的粉彩牡丹花纹盘。器物断裂成两块碎片，

有一处残缺、多处伤釉伤彩，还有好几道冲

线。平时，他修复这样一件器物至少要 1周，

这次比赛给了 14个小时，他基本将其恢复了

原貌。

比赛结束后，郭茜观摩了其他选手的

修复成果。“从理论到技术，比我进步的选

手有很多。”她深有感触地说，有的选手还

有时间模拟壁画结构做实验样块，还有选

手想得特别周到，把壁画上扫下来的泥土

做了样本留存。

差距给了郭茜动力。赛后她进行了总结，

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要培养系统思维，

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期期 盼盼

往南以后，曹雪利探到了“遗迹”。她赌

对了，最终获得考古探掘工项目三等奖。

这算是圆了曹雪利一个小心愿。她告诉

记者，学校正在准备申请“文物考古技术”专

业，拿了奖，或可作为师资力量的一种证明，

申请专业时能有所助益。

“专业申请下来，有利于培养更多人才，

缓解用人缺口。”曹雪利说，现在活多到干不

完，用人单位争相找她“要人”，今年 7月毕业

的学生，春节前就已经全被要走了。

从学生到老师，曹雪利与文物行业打交

道将近 20年，她格外关注行业人才的培育与

发展。此次大赛举办期间，她敏锐地察觉到

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国家文物局将联合

教育部出台实施意见，为文物职业教育的发

展提供路径指导，提升文物相关专业的职业

教育水平。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张心远有着切身体

会。“文物修复不是把东西修好那么简单，合

格的修复师还要知道它背后的信息，修复的

意义和价值。”张心远说，系统的教育可以帮

助实现这些目标。

张心远就读的“3+2+2”项目，不仅有专

业理论课程、丰富的实习机会，还有故宫博物

院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指导。表现优异的学

生，还可以继续考取研究生，这也是张心远下

一步的目标。

“扎实的知识储备和精湛技艺的结合，有

助于提取、保存文物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实现

文物寿命有质量的延长。”郭茜说。

作为老师，曹雪利有着更多期待。在她

的理想中，文物行业的职业教育要能紧跟国

家职业教育方针，学生们接受系统教育后，去

到需要且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工作。同时，相

应岗位的发展前景要可感、可见、可及，能让

学生们感到心安、看得见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