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居寺文化
宣传展览展示启动

纳斯卡小镇处于秘鲁南部的伊卡省，
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区。 小镇上有
一个新建的旅游机场， 搭载世界各地来
的游客去看纳斯卡地画。

在上世纪30年代， 一架秘鲁飞机飞
过纳斯卡上空， 飞行员无意中看到地面
上有形状怪异的线条和图案， 就记录下
来。 随后 ， 人们来到纳斯卡进行考察 ，
发现在地面上根本看不出这些地画的存
在， 当时秘鲁修建的1号公路就穿过这片
地区， 人们也没有发现地面上的图案 。
这些地画实在太大了， 只有在高空300米
以上， 才能看到这些图案的全貌。

这些地画包括45米长的细腰蜘蛛 ，
300米长的蜂鸟， 108米长的卷尾猴等等
几十幅图案。 这些图案是谁做的， 起什
么作用， 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
纳斯卡地画到今天仍是一个神奇的谜团。
1994年， 纳斯卡地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今天一早， 我们就到了机场。 停机
坪上停的都是旅游的小飞机。 我们要上

的这架飞机可以搭载12名游客， 算上两
名飞行员是14人， 机舱中间是过道， 座
位在的两边， 每个人都是靠窗口的位置，
便于观看和拍照。

小飞机起飞后飞得十分平稳， 从机
场到地画区域飞了40分钟， 然后就通知
可以看到地画了。 我们拿着手机，瞪大眼
睛向窗外望去。这时小飞机开始左右倾斜
地摇摆飞行。 为了让左边的游客看清地
画，飞机先向左面倾斜，倾斜到我们几乎
可以垂直对着地面拍摄了。然后飞机又开
始平飞，转个圈回来向右倾斜，重新来一
次，让右边的游客看个清楚。于是，飞机就
这么左倾右斜地飞行， 时而还盘旋上升，
这一下晃得我是七荤八素， 胃里翻江倒
海。 这边是旅友对地画的大声赞叹，那边
我是对着清洁袋“嗷嗷”直吐。我是一手攥
着手机，一手拿着清洁袋，一把鼻涕一把
泪地完成了拍照，你说这纳斯卡地画拍得
容易吗？终于，该看的地画都看到了，受苦
也是值得的。飞机返航了。下了飞机，我拿
到了飞越纳斯卡的证书。

□陈大强 文/图

“宝藏千年 祥开瑞绽”■■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北京的恭王府始建于清朝乾隆41
年 （公元1776年）， 她身上天然带着很
多标签 ： 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王府 ，
“一座恭王府， 半部清代史”， “《红楼
梦》 里大观园的原型”、 和珅的邸宅、
奕的王府以及中国王府与园林艺术
的博物馆等等。

每年大约有400万游客来到恭王
府，他们进进出出，拍照留影，但可能很
少有人会像我这样，希望从游历恭王府
的过程中感悟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恭王府面积很大 ， 有6万多平方
米， 相当于9个足球场， 院内有东中西
三条游览路线， 就是在里边走马观花
转一转， 也得走上2万多步。 园内景观
大约有40处，尤其以三绝一宝最为吸引
人 （后罩楼、 西洋门、 大戏楼为三绝，
“福”字碑为一宝）。 更为超出常人想象
的是， 故宫里边的御花园面积才1万多
平方米， 而恭王府后花园则接近3万平
方米， 几乎是御花园的三倍。 这种奢
华的规制， 足以冠绝古今。 难怪和珅
垮台之后， 嘉庆皇帝的弟弟庆王爷不
求别的封赏， 只求得到这个 “和第”。

本来遗留在北京的清代王府原本
不止恭王府这一家， 仅仅在西城区的
地面上， 清代建立的王府就多达30余
座， 其中有亲王府18座， 郡王府9座，

蒙古王府3座， 而且恭王府也谈不上占
地面积最大的 ， 据说有个礼亲王府 ，
占地面积曾达30万平方米。 但繁华落
尽之后， 规制保留得基本完整的只有
恭王府，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 就是近代以来中国
的国势衰败， 清代的王侯将相通通被
时代的激流冲得七零八落 。 这其中 ，
恭王府的遭遇也不比别的王府好到哪
里去。 甲午战争清廷惨败， 病恨交加
的恭亲王奕死于1898年，其孙溥伟袭
爵。1912年，清帝退位，溥伟将恭王府所
藏文物 （除字画外）， 全部卖给了日本
人。 1920年，溥伟又因复辟清王朝筹集
经费及生活所迫，将恭王府抵押给天主
教教会， 后由辅仁大学代其偿还欠债。
恭王府被卖掉后， 1950年， 原府邸部
分成立了北京艺术学院。 1962年， 周
恩来总理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著名
红学家王昆仑等的陪同下视察恭王府，
周总理专门指出， 要将恭王府保护好，
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然而， 周
总理的这个愿望竟然一直难以实现。

1975年， 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
嘱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办好三
件事， 其中就有腾退出占用恭王府的
单位， 对社会全面开放恭王府。 1979
年，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自

关怀下， 占用恭王府的单位开始搬迁，
恭王府的修复、 开放工作也提上日程。
孰料这一工作几经辗转周折， 竟然又
拖延了近30年， 直到2008年8月20日，
恭王府在历经31个月、 耗资2亿多元的
大规模修缮后 ， 正式对社会开放 。
2012年5月 ， 恭王府国家5A级景区揭
幕仪式隆重举行， 这标志着整修后的
恭王府获得重生， 从此成为人民游赏
的大花园， 此时距离周总理开放恭王
府的指示已经过去了50年。

从和珅建园开始到清朝完结， 恭
王府历经135年， 其中营造不断、 花费
的财力之巨 ， 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
仅仅以府内的锡晋斋为例， 那是和珅
命令工匠完全仿造故宫宁寿宫格局 ，
设 “周制” 仙楼， 屋内隔断用金丝楠
木打造， 其豪华奢侈， 令人咋舌， 后
来嘉庆给和珅治罪， 其中一条就是营
造逾制。 后来恭王府的腾退重修为什
么这么难？ 与这座王府修缮需要的开
支太大有直接关系。 据报道， “恭王
府府邸文物保护修缮工程” 于2005年
12月正式全面启动， 至2008年6月基本

完成， 3年的工程累计投资就达2亿元，
其中国家财政支持1．6亿元。 像这样由
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对古建筑群进行整
体保护修缮的情况， 在我国古建保护
历史上实属罕见， 而且国家为此投入
的工程组织、 管理、 设计、 施工及文
物维护等方面的专家与技能工匠等级
之高 、 规模之大 ， 也是前所未有的 。
由此可见， 没有实力迅速崛起的当代
中国， 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厚的国力进
行恭王府的腾退与修缮。 恭王府当初
的极度奢华繁荣， 得益于清朝前200年
积攒起来的财力物力， 而恭王府今天
的金碧辉煌， 从根本上应归功于改革
开放以来的中国积累下的强大的动员
力和文化复兴能量。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
但对恭王府的重修情有独钟 。 早在
1953年 ， 周汝昌就在 《红楼梦新证 》
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恭王府即 《红楼
梦》 中大观园的遗址的观点， 而且由
于他的奔走呼吁， 恭王府的历史文化
价值引起了当时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
重视。 先生晚年仍然致力于恭王府历
史文化保护， 在耄耋之年还与恭王府
合作，录制了探寻恭王府与《红楼梦》关
系的专题讲座《芳园筑向帝城西》，成为
恭王府研究的珍贵资料。 如今，恭王府
内辟有周汝昌纪念馆。 今日花团锦簇
的恭王府， 相信可以告慰这位文化前
辈的英灵。 有诗为证： 故园风雨证清
史， 中华崛起正当时。 陈迹堪洒中兴
泪， 移山必赋新传奇。

近日 ， 在舞蹈 《千年之约 》
的演绎中 ， “宝藏千年 祥开瑞
绽” ———2021年云居寺文化宣传
展览展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舞
者以云居寺北塔砖雕上的乐舞形
象为原型， 生动鲜明地反映出辽
代的文化遗风。 不仅展现了云居
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还
再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悠
悠神州的宽广情怀。

活动当天，《云居寺石经博物
馆珍贵文物选》 一书的正式发布，
成为此次活动的最大亮点。作为全
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云居
寺石经博物馆历史悠久、 国宝荟
萃，珍藏各类文物3万余件（套）。石
经 、纸经 、木经板号称云居寺 “三
绝”。 其中，尤以14278块北京房山
石刻佛教大藏经著称于世。该书精
选了云居寺古塔、石经、纸帛经书、

龙藏木经板、佛舍利、青铜器等具
有文化特色的100余件馆藏文物，
历史跨度上至隋唐、 下至明清，精
选文物涵盖了云居寺1400年的历
史朝代更迭和文化脉络传承，力求
全方位展示云居寺独特的历史文
化内涵，用“纸上云居”展现珍贵文
物之美，以文物赏析再现云居寺千
年辉煌与沧桑，对了解房山云居寺
丰厚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学术参
考价值。

活动现场还设有云居寺古塔
文化展示、 文化艺术国学展示和
非遗文化展示三个区域， 并在互
动区为观众提供了抄经、 泥塑和
北京砖雕技艺等参与项目， 由非
遗传承人现场教授制作技艺， 让
现场观众在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
精髓的同时， 感受云居寺独有的
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
行
走
京
津
冀

□周兴旺 文/图

07
2021年
5月15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旅
游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阅阅尽尽沧沧桑桑 见见证证力力量量

■■旅旅游游文文化化

恭恭王王府府：：

□本报记者 博雅 通讯员 李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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