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26日

星期三

04

□编辑/王 婷

□版式/张程程

□审校/樊莉莉

文
化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2月23日，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行2025年中国国
际雪地排球邀请赛在阜康市天山天池
国际滑雪场激情开赛。本次邀请赛为期
4 天，共有来自法国、哈萨克斯坦、保加
利亚、土耳其和中国新疆、宁夏、内蒙古
的14支男子、女子队伍参赛。

立春过后，天气渐渐回暖，但天山
天池国际滑雪场仍然热“雪”沸腾。当日
首场比赛由男子组的中国新疆3队对阵
中国内蒙古队。比赛中，发球、暴扣、拦
网……现场每一次得分都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中国新疆 3 队充分发挥主场优
势，以2：0击败中国内蒙古队，赢得开门
红。

在随后的比赛中，去年的男子组冠
军队伍法国队战胜保加利亚队，获得首
胜；中国新疆1队战胜了中国宁夏队，收
获小组首胜；哈萨克斯坦队战胜中国新
疆2队。女子组方面，哈萨克斯坦2队战
胜中国新疆 2 队和中国新疆 3 队，收获
两连胜；土耳其队战胜中国新疆1队；中
国新疆3队遗憾负于哈萨克斯坦1队。

按照赛程，所有队伍先进行单循环
小组赛，随后按照小组赛的名次进行交
叉赛，最终决出全部名次。

法国队运动员丹尼尔·佩特洛夫是
第二次来到昌吉，他说：“在这里打球是
一种享受，这是最好的赛场之一。今年
的参赛队伍比去年多，意味着竞争也会

更加激烈。我们的目标和去年一样，把
奖杯带回家。”

活动现场，昌吉州还组织了热闹的
歌舞表演、非遗项目展演、文创和旅游

商品展示，向参赛运动员和游客展示昌
吉特色风情。

本次邀请赛是昌吉州凭借独特的
冰雪资源禀赋，第二次承办雪地排球高

水平国际赛事。将比赛场地设在国家5S
级滑雪场，不仅深化了文体商旅的深度
融合，引领消费潜力释放，也充分挖掘
昌吉州冰雪资源，激发冰雪运动的潜力

与活力，让“冷资源”加速释放“热效
应”，吸引各地体育爱好者观赛观光，感
受雪地排球的独特魅力，并助力冰雪体
育进一步走向群众、社区、公园和景区，
让体育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能
量”和经济“增量”。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建伟介绍，这个
冰雪季，昌吉州推出“跟着赛事游天山”
体旅融合主题产品，相继引进多场国内
外知名赛事进景区、滑雪场，举（承）办
各类冰雪赛事 96 场次。昌吉州今年一
季度还发放了 100 余万元“冰雪消费
券”，接下来将发放价值 500 万元的新
疆大剧院和精品体育赛事昌吉文惠卡。
昌吉州还将组织包括中国女子篮球甲
级联赛、全国青少年篮球赛等在内的 5
项国内品牌赛事，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
客和体育爱好者，以体育休闲消费拉动
经济增长，为昌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

本次邀请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排球协会主办，自
治区体育局、昌吉州人民政府承办，自
治区体育局二宫体育训练中心、自治区
排球协会、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以及阜康市人民政府共同协办。

当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和自治区
体育局有关领导同志，昌吉州人民政府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比赛开幕式。

2月17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大遗址保
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并公
布了重要大遗址清单，全国共有36
个遗址上榜，其中，吉木萨尔县北
庭故城遗址成功入列。

北庭故城是我国唐代至元代
新疆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城市遗
址，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北庭故城遗
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
有效管理，以及中华大家庭里各民
族从未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自20
世纪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博工作
者在此探寻历史，深入钻研，逐步
揭开了遗址的“真容”。

“2024 年，我们完成了北庭故
城遗址外城东北部2号遗址的发掘

工作，这是一处长期使用且经过多次改
建和扩建的大规模官署建筑遗址。出土
遗物有大量陶片、瓦片、兽骨等，还有少
量石器、骨器、铜钱等。”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庭故城遗址考
古项目负责人郭物介绍，多年来，这里
陆续取得“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
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铜质官印

“蒲类州之印”等考古成果。
自2018年起，郭物开始担任北庭故

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在他看来，以北
庭故城为核心的军政设置，是中央王朝
有效管辖新疆的例证，是中华民族发展
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守卫疆土、共同
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
神的珍贵见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宝贵文化遗产。

2013年，北庭故城遗址入选第二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文物局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成为集考古、科研、保护和观光等功能于
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4年，北
庭故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遗址公园核心区域占地5000亩，

涵盖北庭故城遗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
遗址博物馆和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
博物馆，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吉木
萨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
物保护科科长赛依丁·阿不都拉介绍。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遗址公园不仅展示
文物，还展示遗址本身。

2016年，吉木萨尔县成立北庭学研
究院，创新建立“引智+研讨”考古模式，
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
忆，出版发行《北庭史论集》《北庭史丛
考》等专著，整理相关书刊、典籍、历史文
献等9000余册。“北庭涉及的学术问题，

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和繁荣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庭学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郑莉说，接下来，研究院将做
好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在大院子的虫声鸟语和鸡鸣狗吠
中，听到世界最真实的声音，这才是一
个孩子应该有的童年。”茅盾文学奖得
主刘亮程说。

近日，刘亮程与外孙女知知共同创
作的童趣故事集《知知的大院子》由译
林出版社出版。该书包含20篇故事和纯
真质朴的手绘，讲述了小女孩知知在大
自然中自由成长的点滴。书中的每个故
事都像一幅小画，捕捉着童年最美好的
瞬间：打沙包，捉迷藏，看风领走雪地的
脚印，和虫子一起赶路，与一只猫头鹰
的友谊……

知知的大院子在哪里

知知的大院子名叫木垒书院。
2014年，刘亮程搬到了天山北坡的

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将一所废弃
的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开始了边种地
边写作的耕读生活。外孙女知知一岁到
四岁期间，每年都会来这里住很长时
间。

大院子里有古老的大树、神秘的小

路、各种蔬菜瓜果和可爱的小动物。这
里是知知的小宇宙，也是她探索世界的
起点。在木垒书院，姥爷刘亮程很少教
知知读书，而是带她下地，拔萝卜，打杏
子，栽木栅栏，看蜘蛛结网、蚂蚁打洞。

《知知的大院子》就是刘亮程写下
的知知在大院子里的童年故事，而知知
奇思妙想的图画为故事增添了想象力
与趣味。

“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不知道自己
的样子。女儿童年的时候我也因为忙碌
而忘了她的样子，女儿刚上幼儿园，我
就到乌鲁木齐工作去了。女儿脖子上挂
着钥匙，每天自己回来，好像她的童年
我没怎么好好陪过。当知知来到我的生
活中，我到了老年，安下心来了，可以陪
外孙女一起玩了。”刘亮程说，这就是

《知知的大院子》创作的缘起。

大院子里有什么故事

在大院子里，刘亮程观察知知，她
会一个人玩过家家，把没有的东西当
真，假装看见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她

会非常认真地把一袋没有的盐给我，我
接在手里，闻一闻，她会问我咸不咸，我
做出很咸的表情”。冬天，刘亮程带着知
知在雪地里散步，一前一后走着，知知
回过头来说：“姥爷，你不要踩我的脚
印，你把我的脚印踩疼了。”在刘亮程看
来，文学就是现实世界的无中生有，小
孩子天生就是文学家。

刘亮程回忆，知知刚开始会拿脚去
踩虫子。“我对书院亲子班的孩子说，假
如有虫子落在你身上，轻轻拍一下就行
了，虫子和你们都在赶路，都在往秋天
走，这一路上要互相陪伴，不要踩虫子，
因为更大的生命也没踩你。那时候知知
两三岁，她听懂了，后来看到其他孩子
踩虫子，她也会去阻止。”

《知知的大院子》完稿于去年深秋，
那时，大院子已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
知知四岁了，“今年她看到叶子时会惊
叫：树叶，树叶！她应该想说秋天到了，
但她不知道这是秋天。一个孩子从一岁
到四岁，经过了四个秋天以后，又看到
了树叶，她不会像大人一样说秋天到

了，但她会说树叶又从树上落下来了。”
“我没想过要对知知教育什么，她

就像小虫子一样，一天天长大，这个过
程中最好的教育就是太阳照着她，风吹
着她，树叶落在她头顶。”刘亮程说。

寻找童年的“大院子”

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刘亮程就
在乡间万物的自然修养中书写“有翅
膀”的文字，他对天真童年的追念和对
时间的思辨，寄托着人类返璞归真的共
同向往。如果说《本巴》是对童年的追
溯，对民族记忆与历史智慧的探寻，那
么《知知的大院子》则是写给每个大人
的童话。

在书中，知知奇思妙想的图画为故
事增添了想象力与趣味。刘亮程认为，
孩子的绘画正是人类早期对世界感知
的再现：“每个孩子都有非常早慧的东
西，比如绘画，孩子眼睛看到的世界跟
古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处在人类幼年期
的古人，岩画都是单线条的，他们直接
看到事物的本质，尽管画得很笨拙。后

来越来越会画画的时候，就添加了更多
的色彩，更加繁复的线条，但是最初的
东西就没有了。每个孩子都在经历人类
的童年，他把人类早期对世界的感知又
演绎了一遍。”

刘亮程感叹，在自然中成长的孩
子，会对生命的轮回与逝去有更深的体
会。“我是一个在自然中长大的人，我见
到了太多的万物轮回与死亡。一个作家
在风声中找到语言，从光阴移动和季节
交替中找到文学叙述。向历史和自然学
习，接受时间岁月的教育，与万物同欣
悦共悲悯，这些都会自然进入他的写
作。”因此，相比于读书，他更建议让孩
子去接触鲜活的万千世界，这比任何形
式的教育都更能唤起对生命本质的感
知。

刘亮程说，小时候，我们能与一朵
花、一棵草玩耍一整天，对着一只小虫
观察许久。而长大后，童年的自己仿佛
被遗忘，变成了记忆中的陌生人。那些
儿时大院子的场景，总会随着回忆拉
长，绵延不去，等待我们寻回。

2025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
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
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
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六部电
影同时登上大银幕，引发观影热潮。
统计数据显示，大年初一的票房高
达18.05亿，观影人次达3515.12万，
创造了新的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纪
录。2025年度票房也破了200亿，超
过北美票房，位列全球第一。

优异的票房成绩首先得益于
票房预售的宣传，提高了市场关注
度；同时，春节档电影所显现出来
的文化自信、对“家国主题”充盈的
情感表达以及在类型叙事与视听
形式上的延续与创新也树立了电
影的口碑，成为吸引观众走进电影
院的最大动力。聚势拓新，2025 年
的春节档电影让人欣喜地看到中
国电影工业正充满自信地走向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025 年六部春节档电影都是
已有电影文化产品的续航，这些电
影的前作都是口碑和票房俱佳的
作品。基于之前深入人心的受众基
础、口碑与票房成绩，今年六部春
节档电影首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与时代情绪共振的家国主题。

《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为
了保护家乡陈塘关大闹龙宫，为对
抗虚情假意的阐教仙界拼命一搏；

《熊出没·重启未来》中，为了拯救
被人类污染的“绿色家园”，小亮穿
梭时空找到光头强；《封神第二部：
战火西岐》中，为了保卫家乡西岐
的普通百姓，姬发甘愿牺牲个人；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为护
城保百姓平安，郭靖与黄蓉联手把
成吉思汗拦在城门之外；《蛟龙行
动》则以一场惊心动魄的深海决战
维护世界和平。电影以浓墨重彩的
情感表述去渲染宏大的家国主题，

《哪吒之魔童闹海》《熊出没·重启
未来》中亲人的生死离别，《封神第
二部：战火西岐》与《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中的刻骨爱情，《蛟龙行
动》《唐探1900》中生死相依的朋友
情谊，都进一步强化了电影的情绪
感染力与主题渗透力。

在类型构成方面，春节档电影
在保留与观众默契期待的基础上，
也取得了更多的突破与创新，在硬
核军事动作片中融合了科幻元素；
保留喜剧元素的同时强化了对抗
的叙事张力；叙事过程中多向反
转，突出了故事的悬疑感。电影视
听方面，借助新技术与电脑特技，
春节档电影更是呈现出恢宏的影
像奇观与极为强烈的视听冲击力，
比如《蛟龙行动》中，在封闭狭窄的
潜艇空间中呈现的硬核激战；《哪
吒之魔童闹海》中以特效方式展现
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异彩纷呈的
视听影像，让大众的观影过程成为
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享受。

强烈的视听冲击力背后是创
作者精益求精的工艺制作。《蛟龙
行动》全面还原了潜艇的构造，对
于潜艇内部的机械构成、仪表盘、
武器系统，无不是有过详尽研究；

《哪吒之魔童闹海》制作了六年，为
了构造电影中“两军对垒”的场景，
单个镜头反复渲染，最终以出神入
化的效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技术
之外，精益求精的工艺、不断创新
的姿态以及底蕴丰厚的人文精神，
才是电影走得更远的内驱力。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
视系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春节档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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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刘亮程与外孙女知知有个大院子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北庭故城遗址因何入选国家重要大遗址清单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吉木萨尔县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跟着赛事游天山 中外运动员以球会友

2025年中国国际雪地排球邀请赛开赛

拥抱庆祝。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奋力拦击。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2月23日，女子组小组赛现场。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2月23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行2025年中国国际雪地排球邀请赛在阜康市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开赛。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