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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年度大展即将开启

展一次“休眠”三年，快来看宋徽宗真迹
宋代的东京城开封究竟有多繁华？作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跨

年大展，“梦华东京：北宋开封城”将于11月5日正式开展，为期3个月。
宋徽宗的《梅花绣眼单页》、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苏汉臣的《婴

戏图》，宋拓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展览汇集23家收藏单位293
件（组）北宋精品文物（一级文物36件），让观众梦回北宋东京城，领略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气象。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胡玉梅

唐宋明清名琴齐聚苏州怡园
怡园于 1874 年由顾文彬父子

始建，是一座晚清苏州古典园林集
锦园，为当时精英汇聚的文化要地，
特别与琴文化渊源深厚，推动了古
琴文化在吴地甚至是全国的发展。
其中，以吴兆基先生为代表的吴门
琴派是重要的古琴流派，逾百年的
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
文化体系，其艺术主张在海内外都
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市园林主管部门注重
传承园林文化，不断擦亮“怡园雅
会”品牌，通过举办“弦上百年”纪念
怡园会琴100周年、“怡然松风——
中国古琴名家雅集”等系列活动，进
一步拓展和延伸了怡园以琴为代表
的雅文化内涵。今年6月，吴门琴
派成功成为苏州市非遗代表性项
目，本次系列展演活动将是古典园
林遗产与古琴非遗的又一次精彩融
合与亮相。

“月明夜静当无事，来听玉涧流
泉琴。”当年怡园主人与琴家的风雅
在开幕式当晚再次呈现。吴门琴派
的大师们用精湛技艺演奏系列经典
曲目，引领听众在古韵悠扬中体悟

“以琴载道”的思想精髓，感受琴曲
“简、劲、清、和”的艺术特点，领会琴

声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情
感，以此共同致敬怡园这一古琴圣
地，再一次演绎与弘扬古琴艺术。

吴光同、裴金宝、杨晴、周秦、王
力刚、蒋凤文、吕建福、刘敏飞、张苏
等老中青古琴名家现场以古琴独
奏、琴箫合奏等方式演绎《石上流
泉》《普安咒》《鸥鹭忘机》《平沙落
雁》《阳关三叠》《良宵引》等名曲，旨
在引领观众进入曲目意境，理解曲
目典故。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10
张历史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吴门
名琴亮相，有经修复后一展风采的

“江山风月”“劲秋”；有“文天祥签
造”字样的“霹雳”琴；有按年代分类
的明中期“玄珠”琴、晚唐至五代遗
物“玉玲珑”；有伴随吴门名家叶名
珮先生的“小春雷”；有斫琴名家裴
金宝、祝公望、谢介人等的作品仲尼
式琴、蕉叶琴、亚额琴，如此之多的
名琴同时展出，世所罕见。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即日起
至11月24日，怡园将为市民、游客
呈上古琴文化展览。展品或造工上
乘，或弥足珍贵，浸透着吴门琴派历
代名家的心血与智慧，均为古琴文
化艺术中的瑰宝。

“梦华东京：北宋开封城”
是中运博继元大都之后的中
国运河城市系列第三站。

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开
封拥有 4000 多年建城史，宋
称汴梁、东京。随着北宋立都
于此，古老的城市再次迎来了
建设高峰，其外城、内城、宫城
三重环套的城市布局，不仅奠
定了如今开封城市格局，更影
响元明清三代都城建设布局。

同时，北宋时期发达的社
会经济也使自唐以来形成的
里坊制度瓦解，出现店铺“侵

街”现象，是当今城市开放式
街巷制规划布局的雏形。

北宋在隋唐基础上继续
开凿疏通大运河，东京城内出
现汴、蔡、金水、广济四河流贯
城内的景象，各地漕粮货物、
文人百姓经由四河聚往此邑，
不仅促使沿河商业娱乐空间
产生，也激发了文人墨客之灵
感——豪放婉约的宋词、诙谐
有趣的话本，记录着大运河为
这座城市带来的灵魂。

国脉、文脉、水脉在此共
振，激荡千年。

除了汇集大量精品文物、打
造场景复原外，中运博还通过数
字化手段，直观展现东京城的瑰
丽。

在这里，你可以在“沉浸式
影片空间”梦入东京城。

展项打造沉浸式cave四面
影像空间，选取瑞鹤图、州桥海
马等典型的开封元素，以“四水
贯都”启幕，将展览内容动态化
展现，辅助文物展示瑰丽东京。

在这里，你可以在“宋人雅
事交互空间”感受宋代人的生活
仪式感。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
闲事，不宜累家”。北宋不论文
人百姓皆有此好，可谓“慢生活”
典范。展厅中，中运博通过
mapping 技术与气味装置等，

打造了一个可供观众驻足休闲、
体验雅事的交互空间。

在这里，你还可以在“金明
池争标装置打卡空间”感受北宋
东京四园之一的金明池究竟有
多热闹、繁华。

金明池是北宋东京四园之
一，每年三月由皇帝赐令士大
夫、庶民于此共赏龙舟争标。该
空间取材于天津博物馆藏《金明
池争标图》，以现代工艺打造古
代争标场景，实现古今对话。

风雅之地再添新地标

桃花坞美术馆开馆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杨露 记
者 高达）千年姑苏城，风雅桃花
坞。10月26日是“苏州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纪念日”，桃花坞美
术馆举行开馆仪式暨首展开放活
动。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晴，苏
州市委常委、保护区党工委书记、
姑苏区委书记方文浜，苏州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靖，苏州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查颖冬，苏州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盛乐，保护区管
委会主任、姑苏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羔，姑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郦
小萍出席活动。

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是古城
中极具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的区
域，也是推进古城保护更新的重
点片区之一。该片区共分三期开
发建设，桃花坞美术馆位于片区
的一期项目——唐寅故居文化
区。围绕打造唐寅故居文化区

“馆院聚集地”的目标定位，苏州
名城保护集团不断丰富片区的文
化内容，延续历史文脉，传递人文
气息。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桃花
坞美术馆建筑占地面积约7200平
方米，共有二层，设有高标准的专
业展厅、藏品库区、公教空间、珍
宝馆等功能区域。后期，展馆将
以文化展览、珍宝展览、衍生文创
店、商业服务及配套空间等多元
业态，连同文昌阁、唐寅故居等周
边文旅资源，弘扬古城文化、展示
苏式生活。

桃花坞美术馆首展共包括四
个展览，分别为小莽苍苍斋收藏
展、温炉雅器手炉展、杨明义书画
展、苏派盆景艺术展。小莽苍苍
斋收藏展展出了小莽苍苍斋所藏
的清人翰墨精品，有120余件，囊
括了曾国藩、林则徐、魏源、阮元、
汪琬、郑板桥、刘墉等清代的苏州
状元、著名学者及书坛名宿的珍
品翰墨。温炉雅器手炉展展出手
炉近200件，其中重点文物50余
件，主要以明清时期为主。杨明
义书画展以“忆江南”为主题，共
展出56幅作品。苏派盆景艺术展
展出了五针松、雀梅、老鸦柿等盆
景作品。

为全景展示“梦华东京”
的万千风华，展览通过“会通”

“天街”“风流”三个部分，来展
示北宋东京城的交通贸易、城
市布局、文化艺术。

展览精心挑选的293件套
“国宝”中，既有极其珍贵的宋
代古画，又有彰显宋代制瓷技
艺的各窑口瓷器，还有体现北
宋礼乐的大晟钟及古琴、表现
女性生活的头面装饰……

宋代古画方面有故宫博物
院珍藏的宋徽宗赵佶《梅花绣
眼单页》，天津博物馆藏张择端
款《金明池争标图》和苏汉臣的
《婴戏图》等；各窑口的瓷器有定
州博物馆珍藏的定窑白釉刻莲
纹龙首净瓶、宝丰汝窑博物馆珍
藏的宝丰窑天青釉瓷碗等。

众多珍贵文物中，最让人
期待的是宋徽宗的《梅花绣眼
单页》。画中，梅枝瘦劲，枝上
疏花秀蕊，一只绣眼鸟俏立枝
头，鸣叫顾盼，与清丽的梅花
相映成趣。画中虽然景物不
多，但颇为优美动人。所绘梅
花为宫梅，经过不断剪枝，人
工修饰痕迹较重。此种梅的
画法精细纤巧，敷色厚重，自
有一种富贵气息，这样的风格
趣味为宫廷所好尚，显然代表
了皇家的审美意味。

故宫博物院的珍贵书画
展出一次不易。这次展览《梅
花绣眼单页》只在中运博展出
一个月。展陈结束后，回到故
宫将休眠三年。对于公众来
说，且看且珍惜！

国脉、文脉、水脉在开封共振，激荡千年

宋徽宗的真迹来了，展一次“休眠”三年 数字化手段直观展现梦华东京

故宫博物院藏赵佶《梅花绣眼单页》 图片来源：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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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苏州市副市长施嘉泓拨动唐代名琴“玉
玲珑”一弦定音，10月25日晚，由苏州市园林和绿
化管理局主办，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和吴门琴社联
合承办的“弦上百年 怡园会琴——吴门琴派艺术展
演”在苏州怡园开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高达 文/摄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鸣）10
月 25日晚，作为江苏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2024年全省小剧场演
出季优秀剧目巡演入选剧目之一，
扬剧《千里送京娘》在镇江市丹徒
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剧场上演。

该剧由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创
演，在传统戏的基础上结合当代
小剧场探索与实验的主旨，对赵
匡胤“不念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
送京娘”这一故事做重新解读和
创作。本次小剧场扬剧《千里送
京娘》的改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以戏曲擅长抒情的艺术手段，探
索当代“艺术灵光和审美情趣”。
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编排找
到观演互动感和小剧场实验氛
围，从扬剧本体出发，用当代视角
呈现作品。

小剧场扬剧
《千里送京娘》上演

名琴齐聚苏州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