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去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赶一场民间
艺术的大集吧！8月21日至30日，作为首
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主会场，这里每
天都有两到三场演出，还有常设的全国文
创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市。最重要
的是，所有演出均为免票的惠民演出。如
何“吃”好这顿免费文化大餐，记者为你细
细梳理。

白天：
副舞台看热闹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期间，乌鲁
木齐文化中心每天首场演出的时间为12
时，进门后，直接上台阶，去乌鲁木齐文化
中心的大平台上找大剧院门口的副舞台，
这个舞台是新疆各地民间艺术团的主场，
每天上午下午均有演出。

“这个纳孜库姆跳得真好，活泼、幽
默，很多动作都是这些民间艺人的即兴表
演。”乌鲁木齐市观众陈新欣说，她是中
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大二学生，家门
口的民间艺术季让她欣喜，她加了十几
个民间艺人的微信，今后有问题可以随
时请教。

“每场表演的最后一首歌都是《打起
手鼓唱起歌》，看着台下的观众和我们一
起跳舞，特别激动。”吐鲁番木卡姆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依力·木合买提说，他和十多
位传承人专程从吐鲁番来到乌鲁木齐表
演，邂逅了他们的老朋友——湖南的民间
艺人，他们身着盛装带来了湖南民歌《我
在高山唱》。

“湖南对口援建吐鲁番，我去过长沙
演出，他们也经常来吐鲁番表演，所以彩
排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依力说，除了
湖南民歌表演之外，他还看到了河南的少
林武术和广东的醒狮表演，“虽然大家表
演的形式和内容不一样，但是节奏一响，
心里的鼓点就开始敲了，特别振奋。”

傍晚：
主舞台瞧新鲜

位于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前的主舞台，
每天21时压轴演出2小时，来自全国各地
的民间文艺团体在此闪亮登场。

大家在主舞台附近看到黄色的塑料
凳子，一定要记住搬上一个，放在自己喜
欢的位置上，然后就可以安心等待欣赏远
道而来的民间艺人们的精彩表演了。

静则荷塘月色流光溢彩，动则蛟龙
腾空气势磅礴。8 月 22 日的主舞台上，
第一个登台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长兴百叶龙”，舞台上原本是碧波荡
漾、荷叶翩翩，顷刻间，一条蛟龙踏着
音乐跃入眼帘，荷化龙身，蝶化龙尾，
只见这条龙俯仰翻滚，时而奋勇冲霄，
时而曼舞翩跹。

“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疆，12年前，我们
去柯坪县表演过。又一个龙年，再次来到
新疆，这里变化很大。”浙江长兴百叶龙艺
术团副团长顾越说，这次演出的乌鲁木齐
文化中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雪莲花的
造型像盛开的花朵，建筑物上有流光溢彩

的灯光秀，让他感受到乌鲁木齐的现代与
时尚。

来自上海奉贤的滚灯表演，是22日主
舞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作品主题是

《滚灯人的心愿》，讲述了滚灯传承人对滚
灯艺术的执着与传承。

此次来新疆的滚灯演员从16岁到75
岁，滚灯大小从35厘米到1.2米。“我们已
经和新疆文化馆、石河子市文化馆交流
过，等我们离开时，就把滚灯留在新疆。”
上海市奉贤区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副馆
长张鲁一说。

文创+非遗：
好吃又好玩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不仅有精
彩的文艺表演，还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配

套组织了全国文创展会，集中展示北京、
黑龙江、浙江、福建、云南、青海等23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创产品。

北京展区内，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弗
里热引来众多关注，毛绒公仔和杯子销量
最好。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冰箱贴是此次
文创展上的明星产品，四季浮雕冰箱贴、

“龙”金属冰箱贴，让人不禁想要启程去实
地看看。

看演出的间隙，逛完全国文创展，还
可以去旁边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市

“逛吃逛吃”，吐鲁番的苞谷馕、塔城的糕
点、伊犁的冰淇淋等新疆各地的非遗美
食，可以在非遗集市上一站式品尝，很多
美食都可试吃，先尝后买，挑动你的味蕾。

此次民间艺术季期间，乌鲁木齐文化
中心的地上和地面停车场均对外开放，车
位充足，观众可放心开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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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季 如何“吃”好这顿文化大餐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晶晶

阿勒泰地区的演员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表演呼麦《黑走马》。 新疆日报记者 周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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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产 3A 游戏《黑神
话：悟空》爆火，有关《西游记》
的话题也异常火热起来。

说起《西游记》，它跟新疆
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呢。这部神话传说中提到的不
少地方，都被流传是在新疆境
内，而且都是真实的存在。今
天，我们就带领“天命人”们走
进这些传说之地，探寻唐僧师
徒与新疆的“情缘”。

火焰山

位置：吐鲁番市区东10公
里处

《西游记》名著中对火焰山
这样描述：“西方路上有个斯哈
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天尽
头，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
秋，四季皆热。火焰山，有八百
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
得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
要化成汁。”

《西游记》电视剧中相关情
节：唐僧师徒西行取经，来到烈
火炎炎的火焰山。悟空去找铁
扇公主讨要芭蕉扇熄灭了火焰
山之火。

吴承恩所描绘的“八百里
火焰山”，传说就是如今吐鲁番
盆地的火焰山。每当盛夏，赤
褐色的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砂
岩灼灼闪光，炽热的气流翻滚
上升，远看就像烈焰熊熊，所以
有了“火焰山”这个名字。

火焰山，为天山支脉之一，
千万年来，地壳横向运动时留
下的无数条褶皱带和大自然风
蚀雨剥，最终形成了起伏山势
和纵横沟壑。因其独特的自然
地貌，加之吴承恩将唐三藏西
天取经受阻火焰山，孙悟空三
借 芭 蕉 扇 的 故 事 写 进《西 游
记》，使得火焰山披上了一层神
奇而神秘的色彩，成为天下名
山。

通天河——开都河

位置：源出天山山系的阿
尔明山，流经和静、和硕、焉耆、
博湖等县

《西游记》中，唐僧遇阻通
天河，夜宿陈家村，巧遇灵感大
王祭祀，孙悟空与其斗法通天

河，救得童男童女，后得老龟相
助，渡过通天河。

据传，小说中的通天河就
是巴州境内的开都河。

开都河是新疆一条内陆
河，源头在海拔4000米以上，属
于雪冰融水和雨水混合补给的
河流。开都河是博斯腾湖的源
流，博斯腾湖成为中国最大内
陆淡水湖，开都河功不可没。

事实上，开都河不像《西游
记》中那样惊险刺激、暗藏玄
机，大多时候比较平静，它营造
出了新疆面积最大的湿地，滋
润着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著
名的天鹅湖就位于开都河上游
的高山盆地中。

晒经岛——开都河畔

位置：和静县协比乃尔布
呼镇查汗才开村

《西游记》 中，唐僧师徒
取来真经，取道通天河回大
唐。当四人到了通天河畔，洪
水滔滔，正为难之时，千年老
龟要载师徒四人渡河。游到河
心，老龟问起托唐僧在如来佛
面前为自己请寿的事，谁知唐
僧忘得干干净净，老龟大怒，
将四人翻入水之中。四人上了
小岛后，可惜经书全湿，只好
将经卷晾晒。故起名此岛为

“晒经岛”。
据说，和静县如今的晒经

岛景点就是传说中师徒晒经书
的地方。查汗才开村地处开都
河畔，岸边有多个天然形成的
环形小岛，与《西游记》里描
述的“晒经岛”极为相似。晒
经岛景点就是根据传说打造，
里面有水帘洞、晒经石等，犹
如一个西游奇幻世界。已经成
为和静知名的西游文化背景的
景点。

西海龙宫——博斯腾湖

位置：焉耆盆地东南、博湖
县城东14公里

西海，传说是《西游记》中
西海龙王的龙宫所在地。《西游
记》中，西海龙王的三太子小白
龙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定
罪为忤逆，观音菩萨出面救了
三太子，让他变身成为白龙马，

也加入了取经团队。
博斯腾湖古称“西海”。如

今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内就
有一个《西游记》主题乐园“西
海龙宫”。

博斯腾湖，这颗镶嵌在天
山南麓的璀璨明珠，以 1646 平
方公里的广阔胸襟，拥抱着无
数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风
光。

博斯腾湖旅游资源集合区
主要包括博斯腾湖、金沙滩、相
思湖、莲花湖、阿洪口和白鹭洲
头等。这里出产的鱼蟹也很美
味。

女儿国——苏巴什古城

位置：库车市区偏东23公
里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
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
不美……”《西游记》电视剧中
的这首歌，曾打动了无数人。

剧中，师徒四人来到了女
儿国，国王看上了唐僧，欲招为
夫婿，唐僧谢绝了女儿国王的
一片好意。当然还有唐僧、八
戒误饮子母河的水这样的捧腹
情节，令观众难忘。

据说，女儿国就在如今的
苏巴什古城，子母河就是库车
河。

苏巴什古城附近最著名的
就是苏巴什佛寺遗址。唐玄奘
西行取经经过龟兹时，曾在这
里开坛讲经两个月。苏巴什佛
寺遗址占地面积近 20 万平方
米，建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达
到繁盛，是当时西域的佛教中
心。苏巴什佛寺遗址不仅仅是
一座佛寺遗址，更是中原王朝
经略西域的见证，也是东西方
文明交流的一个缩影。

高老庄——温宿县

位置：温宿县温宿镇
《西游记》中，猪八戒下凡，

化成人形后，抢媳妇的地方就
是高老庄。

据传，高老庄所在位置，就
是如今的温宿县城。史料记
载，唐朝贞观年间，玄奘自长安
启程到天竺取经，途经西域姑
墨境内的穆素尔岭（今温宿县
木扎特古道）时，路宿高老庄。
由此看来，温宿留下高老庄传
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这里根据传说，打造
了高老庄西游乐园，主体为5座
仿古唐代风格建筑，依古史和
传说复原高老庄前后两院、大
雄宝殿和雷音寺、南天门黑风
洞、五行山、定海神针、滴水观
音等景观，鲜明的仿唐建筑风

格、浓郁的西游历史文化和引
人入胜的传奇故事是景区最大
亮点。

流沙河——库玛力克河或开都河

《西游记》中，流沙河是沙
僧住的地方，沙僧在此处等待
取经人前来收徒，随后皈依佛
门，成为唐僧的三徒弟。《西游
记》原著这样描写：唐僧师徒三
人行过黄风岭，来到一片平阳
之地，只见一道大水狂澜，浑波
涌浪，师徒们惊叹不已。但见
岸上有一块石碑，上有三个篆
字，乃“流沙河”，腹上有小小四
行真字：“八百流沙界，三千弱
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
沉。”

关于流沙河的位置，在新
疆有不同说法。

说法一，是在温宿县，温宿
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
是玄奘西行取经路过的地方。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姑墨
（今温宿县、阿克苏市一带）风
物多有记载。吴承恩根据《大
唐西域记》改编的《西游记》中

“高老庄”（现今温宿县城）、“流
沙河”（库玛力克河）均在温宿
县境内。库玛力克河在温宿县
境内汇入阿克苏河，成为塔里
木河的主要源流。

还有说法，据《大唐西域
记》记载，唐僧取经路过开都
河，因水大草深，遍地是毒蛇，
从焉耆到铁门关整整走了七天
七夜，这条河据称就是《西游
记》中的流沙河。每当汛期来
临时，开都河从山间奔流而出，
泥沙俱下，看来，称为流沙河也
算名副其实。

虽然新疆这些地方与《西
游记》的联系多是传说，但基本
位置大多与玄奘当年的新疆行
迹有关。如今，西游传说为这
些地方赋予了生动的文化魅
力，并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
成为了各地一张张文旅名片。

“天命人”们，跟着《西游
记》的脚步，去这些好地方打卡
吧！

（素材来源：天山网、兵团
网、巴州零距离、吐鲁番零距
离、博湖零距离、温宿零距离、
库车市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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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蒙蒙亮，落和平便开车前往秦长城遗
址。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固阳县文物保护
中心主任，每月至少三四次去长城沿线巡查。

内蒙古长城资源丰富，长城内蒙古段总长
度为7570公里，占长城总长度的35.7%。固阳
秦长城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在战国赵
北长城北侧新筑的一道长城。1996年，固阳秦
长城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 年前，落和平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成
为长城保护员。从那时开始，他白天翻山越岭
巡查长城，晚上挑灯夜战研究长城，每天都乐在
其中。与长城结缘20年，他最自豪的就是熟悉
固阳县每一段秦长城的位置和特点。

落和平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作
为长城保护员更应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
城。

多年来，内蒙古各地在长城保护中，不仅聘
用长城保护员，部分地区还因地制宜组建了“马
背文物（长城）保护队”“驼峰（长城）文物保护
队”，保护草原深处、大漠之中的长城遗址。

随着一串串清脆的驼铃声在大漠里悠悠响
起，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驼峰（长城）文物保护
队乌银小分队队长铁木尔萨那穿过荒原、跨过
砂石沟，去查看一座建于西夏时期的烽火台。

沙漠、戈壁占土地总面积三分之二的阿拉
善盟，文物遗址众多，仅在阿拉善左旗境内，就
有409处不可移动文物点，汉代、西夏和明代三
个时期的长城遗址均有分布。由于地广人稀、
古迹分散，且专职文物保护人员相对少，文物古
迹管理保护工作面临困难。

2015年，当地农牧民自发组成一支基层文
物保护队——阿拉善左旗驼峰（长城）文物保护
队，保护、巡查散落在沙漠、戈壁深处的文物。

截至目前，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共组织
8000余人次，对阿拉善左旗境内400余处古遗
迹等进行巡查，并配合有关部门打击破坏长城
墙体、烽火台等遗址的犯罪行为。

为有效保护长城遗址，内蒙古制定《内蒙古
自治区长城保护规划》，建立档案，在长城沿线
设立了保护标志碑，聘用长城保护员1380人。
自2016年以来，内蒙古累计投入长城保护资金
近1.5亿元，实施抢险加固、保护修缮、环境整治
等工程102项，有效保护了长城遗址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历史风貌。

如今，内蒙古长城沿线地区紧抓文旅发展
机遇，积极发掘自身优势，既让更多民众接触长
城、感受长城文化魅力，又带动长城沿线百姓增
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在明长城脚下的清水河县北堡乡栜木塔村，年过五旬的张存弟与
家人经营着颇有特色的窑洞农家乐。窑洞内整洁的餐桌上，摆放着特
色菜谱：炖笨鸡、油炸糕、手工花卷等。

随着暑假的到来，张存弟的生意越来越火。“最忙的时候，一天接待
60多人，收入2000多元。”她说，“客人们主要是冲着长城来的。在家就
能有这样的收入，前些年想都不敢想。”

在清水河县，明长城还延续到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形成黄河与长城
“握手”的壮观景象。近年来，清水河县着力提升这里的农家乐发展水
平，在规模化经营、标准化服务上下功夫，着力打造民宿、露营、乡村体
验等丰富的项目。

“我们坡梁地多，主要靠天吃饭，种庄稼收成少，多年来年轻人大多
外出打工。”老牛湾景区李家大院经营者靳飞霞说，“这几年，依靠黄河
和长城，县里发展文化旅游，我们开起了农家乐，生意很不错。”

靳飞霞表示，随着长城文化越来越热，来景区休闲、露营的游客越
来越多，不仅吸引大量本地人，其他省区市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景区收
入比往年明显增加。

“近年来，在长城保护和发展上，内蒙古走出一条乡村旅游、研学旅
游、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
会长高晓梅说，“未来，内蒙古将继续深挖长城文化、景观和精神价值，
进一步开发长城遗址沿线文化旅游、休闲农业项目，更好‘串联’起长城
脚下的文旅资源，让古长城不断绽放新‘芳华’。”

新华社记者 哈丽娜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5日电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推出中华文明溯源展
据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

（记者 黄茜恬） 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 21 日宣布，将于
2024年9月25日至2025年2月7
日期间推出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
览。

据介绍，该特展将分为 3 个
单元，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脉络。展出的近110
件展品，来自内地多个省份和香
港共 14 间文博机构。展品中有
16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大部分文
物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此外，中华文明溯源展还将
设有多个多媒体装置，为观众带
来沉浸式体验。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还将举办亲子考古工作坊等
教育活动，让参加者了解考古工
作的各个范畴，并深入认识中华
文明的丰富文化内涵。

中华文明溯源展是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中华文明”系列的第
二个展览。该博物馆曾于 2023
年下旬举办“凝视三星堆——四
川考古新发现”特别展览，主要展
出120件青铜器、玉器、金器及陶
器等珍贵文物。

考古发掘50年

马王堆汉墓文物知识库初步形成
据新华社长沙8月23日电

（记者 张格 刘芳洲）马王堆汉
墓考古发掘50年，再次引起世界
关注。在此前摸清“家底”总量超
2.6万件的基础上，马王堆汉墓文
物知识库已初步形成。

50年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
墓完成考古发掘，宛若架设一条
时光隧道，通往2000多年前的西
汉。50年后，一系列研究成果接
连发布，揭开许多未解之谜。

目前，马王堆汉墓文物知识
库已完成948件马王堆藏品的高
清数字化采集，包含7779张图片
和285件三维模型。

未来一年，将完成包括残片
在内的100%数字化采集，形成马
王堆汉墓文物知识图谱。

50年来，投身马王堆汉墓研
究的专家学者多达 4000 余人。

“沉睡”的瑰宝焕发新韵，让西汉
社会图景“鲜活”起来。

湖南博物院构建了一套古尸
保存环境模拟体系，让2000余年的

“辛追夫人”遗体得到有效保护；
已基本完成简牍、漆木器的

脱水保护和修复，纺织品文物的
保护修复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一批马王堆简帛与纺织品文
物得到全面整理、解读，大量未曾
公开发表的文物高清图片、文物
立体显微镜照等发布，为进一步
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目前，参观马王堆汉墓文物
人数累计突破 1 亿人次，近年来
年均参观人次40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