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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 资料图片

随着 12月一起到来的还有寒冷
的天气，如果你招架不住户外游玩
的低温，那不妨来一场室内温暖的
旅行吧。

陕西作为著名的博物馆大省，各
地分布着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同时也
有不同主题的新展不断上新。这个
12月，在咸阳、渭南、宝鸡等多地一些
新展品首次亮相，或者新主题展正在
展出。不妨跟着这些展览，赴一场温
暖的室内精神盛宴。

两馆联办
这个特展在铜川开展

展览项目：琢磨——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典藏玉器特展

展出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年2月24日

展出地点：耀州窑博物馆临时展
览厅（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南侧）

展览亮点：你知道吗，“琢磨”一
词最初的意思就是对玉器的加工打
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不但以青铜
器著名，其中典藏的玉器也颇具特
色。近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玉器
展来到瓷器之都铜川，开启了一场特
别的展出。

本展览以“琢磨”为主题，共包含
“璞玉浑金”“琢玉成器”“美玉如斯”
三个单元讲述“玉”的故事。展品选
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品中的矿料、
部分未完工的半成品玉饰和部分成
品美玉共计121组（125件），为广大观
众展示美石变成玉的古玉成器之路，
解开古人制玉之谜，展现玉器的真正
魅力以及隐藏于美玉背后的古代工
匠精神和精湛技艺。

在模拟考古体验区
体验考古工作过程

展览项目：宝鸡北首岭博物馆模
拟考古体验区试行开放

营业时间：9 点 至 17 点（周 一
闭馆）

展馆地点：宝鸡市金陵河西岸北
首岭遗址

展览亮点：宝鸡作为中华民族最
早的发源地之一，不但是青铜器时代
的发源地和代表，更是新石器时代文
化发源地。早在距今 7000-5000 年
的时候，千（河）渭（河）流域已有先民
村落 700 多个。位于宝鸡市区金陵
河西岸台地上的北首岭博物馆，是被
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集中展示7000年前宝鸡地区以北

首岭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期先民
农桑、祭祀、田猎、制陶、丧葬等生活
风貌。

北首岭遗址作为我国著名的史
前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如今，在宝鸡北首岭博物馆新开了一
处模拟考古体验区，在这片区域内，
游客将通过模拟探方、挖掘考古等方
式，体验考古工作的过程，进而了解
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生活习惯及部落
习俗。

这个公主用过的铜鼎
首次在咸阳公开亮相

展览项目：汉家陵阙——咸阳博
物院西汉帝陵考古回顾展

营业时间：9 点 至 17 点（周 一
闭馆）

展馆地点：咸阳市渭城区
展览亮点：想要更多了解咸阳的

历史文化，咸阳博物院是首选。咸阳
博物院始建于 1962 年，下设咸阳文
庙博物馆和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现
有藏品 16万余件（套）。在咸阳博物
院建馆 60周年之际，特举办“汉家陵
阙——咸阳博物院西汉帝陵考古回
顾展”，展览遴选展出咸阳原西汉帝
陵区域出土文物共91件（组），其中一
级文物 13件（组）、二级 31件（组）、三
级及一般文物 53件（组）。主要为西
汉时期的建筑材料、陪葬的青铜器、
玉器、金器和陶俑等，文物类别丰富，
代表性强，部分等级文物属于首次亮
相。其中最为亮眼的是出土于阳陵
遗址区四连铜鼎，它也是首次公开亮
相于咸阳博物院。四连铜鼎由四个
造型相似、大小相同的鼎腹连而成，
其中一鼎口沿下横刻有铭文“铜连鼎
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
家，霸田”二十字。该铜鼎铭文证实，

其为汉景帝刘启的姐姐，也就是汉武
帝刘彻的姑母馆陶长公主刘嫖所用
器物。体现了馆陶长公主不同寻常
的身份和地位，同时通过铭文也让我
们窥探到了不一样的皇家生活。

了解东周历史
这个展近期在渭南开展

展览项目：“古国觅踪：关于刘家
洼和古芮国的故事”展览

展出时间：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3年4月30日

展出地点：渭南市博物馆西三楼
北厅

展览亮点：说起芮城遗址，不少
人会想到山西芮城县，而实际上了解
芮国历史不仅可以去山西，陕西也是
好地方。在陕西韩城及渭南，都发现
了举世震惊的芮国遗址，分别为韩城
梁带村芮国两周遗址和渭南澄城县
刘家洼东周遗址。刘家洼遗址出土
的器物表明，芮国遵守周王室的礼仪
制度、规范，又与北方草原部族密切
交流，形成了以周文化为主体，草原
文化并存的社会面貌，显示出芮国地
缘封国特征。11月23日，“古国觅踪：
关于刘家洼和古芮国的故事”展览在
渭南市博物馆正式开展。

此展览经过三年的策划和筹备，
将文献记载、出土的芮国文物联系起
来，“芮国谜踪、初露真容、又见奇迹、
周风芮韵、未尽话题”五个展览单元
环环相扣；243 件文物包含礼器、兵
器、乐器、车马器、饰品等不同类别。
另外，此次展览还引进机器人讲解，
以现代数字科技讲述一件件古老文
物背后的故事。这个冬日，一起走进
神秘的古芮国，感受周代庄重典雅的
礼乐文化。 □李怡 郭倩

目前这些新展（馆）正在展出

来一次室内温暖的精神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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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揭幕之际，“央视新闻”视频号推出的
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
杯》，立即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这
款短视频时长不到四分半分钟，却浓
缩了自 1990年至 2022年的 8届世界
杯，其间充满着32年来普通人的生活
历程与情感变迁。岁月流金，自有甘
苦，也有起落，终是一段最好的时光。

在当下，短视频已经广泛普及，需
要明确的是所有的视听语言都源于电
影。电影语言迄今为止依旧是最为讲
究的视听语言，电影媒介依旧是大众
化程度更高的艺术载体，电影艺术依
旧是包容各种社会话题与人性情感面
向的有力表达手段。《人生就是一届又
一届世界杯》在视听创意层面的突出
特点就是借鉴了电影化的语言表达。
内容上每四年一次人生的递进，都呈
现在对蒙太奇叙述段落娴熟驾驭之
中。作品对叙事节奏的拿捏很有分寸
感，可谓恰到好处。“青春与恋爱”“婚
姻与家庭”“事业与情感”“成长与徘
徊”“告别与新生”，平凡的生活画面、
生动的生活细节都被作品精心编织的
蒙太奇情境充分放大，让我们得以透
过表层的生活图景，看到普通人32年
来的生活“原生态”，在生存本相的写
实中，体验到一种来自“人生现场”的

复杂情感。
电影般的叙事流程

赋予这款短视频作品沉
稳而洗练的影像风格。
整个作品以精简的场景
化与情境化，艺术地处理
了 32年来每一届世界杯
足球赛所带来的微妙又
有着切肤体验的“人生转
场”。作品采用内向化的
叙事态度，有意将人物情
感收敛、遮蔽起来，不露
声色地叙述出真实、琐碎
而又精准的生活画面，从

而在世界杯的“喧嚣”与真实人生的
“现场”对话里，从容传达出普通人对
日常生活义无反顾地承担。就如同每
四年如约而至的世界杯，我们的生活
还是要继续下去。《人生就是一届又一
届世界杯》试图通过平静的叙述，抵达
人的内心深处，探寻人的深层心理。
对人的心理情绪的介入，一直都是现
代艺术尤其是现代电影艺术努力的方
向之一。然而，把握人的内心，远比描
绘外部世界要难得多。这款短视频作
品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通过借鉴电影的
艺术手段，从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贴
近人的内心世界，在看似波澜不惊的
影像里，通过男人与女人、青春与中
年、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消逝与
寻觅、个体与时代之间朦胧的情感关
联，揭示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里，普
通人内心真实的精神状态。足球赛也
好，人生也好，让一切美好的时光都变
成一幕幕回忆，也让一切时光凝结成
一个个平凡却勇毅前行的背影。

《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将
作为客观体育赛事的“世界杯”与作为
主观故事主体的“普通人”的 32年编
织在一起，进而采取一种传统而有效
的“家叙事”策略，实现把世界杯所代
表的“宏观叙事”与32年所代表的“微
观叙事”缝合在一起。于是，这部短小

精悍的视频作品恰恰表现出对中国人
传统伦理关系与道德文化的观照，同
时也充分体现“现代化”对家庭伦理的
影响。“家”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是塑
造人民共同情感记忆的关键角色。对

“家”的寻觅、想象与建构成为各个时
期大众文化的主调，也是当下讲述“家
国关系”的重要推动力。艺术创作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家”作
为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文艺故事的发
生场，对“家”进行书写，也是对“人民
性”的一次生动诠释。

《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呈
现的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巨幕中的私人
情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对美好生活充
满着向往。现阶段的家庭生活中，家

庭成员彼此间正在呈现出新的情感态
度。许多细微之处不经意间的变化，
都演绎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过去
的32年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时代机
遇与个人奋斗的浪潮里，得到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东西，同时又仿佛失去了
无法找回的记忆。《人生就是一届又一
届世界杯》留存了一份温暖的记忆，让
每个亲历者都有心灵的颤动与感怀，
在影像的流转中看到自己奋斗的足
迹、听到时代前行的足音。 □沈鲁

将世界杯与普通人的32年编织在一起
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

11 月 20 日，2022 年卡塔尔世界
杯开幕式上，历届世界杯吉祥物集
体出场。 新华社发

说到滑雪，第一步要先了解周边有哪些滑雪场，
陕西滑雪地图展示了全省滑雪场信息，无论你是萌新
还是大神，滑雪发烧友还是遛娃戏雪，都可以按需找
到适合的滑雪场。

如何开启第一次滑雪之行

对于没滑过雪的新手，要想获得一次不错的滑雪
体验，选择适合自己的雪场尤为重要。初次体验的好
坏将影响对滑雪的“第一印象”。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没有所谓最好的滑雪场，只
有最适合的雪场。对于在南方长大（没怎么见过下
雪）的朋友，可以把欣赏冬日美景与滑雪结合，更合适
选择能看到不一样雪景的滑雪场。比如汉中龙头山
滑雪场，这个群山中的雪场，冬日里的云海雾凇景观
还曾登上过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选择雪场毫无头绪，可以从以下几个维
度抉择：

选择雪场位置
如果想简单先体验一把滑雪，又不想在交通上浪

费太多时间，可以选择距离自己出发地最近的雪场，
实现一天往返，不太耗时耗力。比如滑雪地图上的白
鹿原滑雪场，从西安市区出发，坐公交车就能到。

了解配套设施
对于讲究体验感的享受派朋友们来说，选择一个

设施齐全、装备专业、配套设施在水准线上的滑雪场
是首要考虑因素。

如果你想来一场逃离城市的滑雪度假之旅，鳌

山滑雪场这个西北滑雪度假胜地就是极好选择。这
里雪道多、雪质好，新手、高端玩家都能匹配，住在雪
场酒店里，更是能将雪地的日出日落一起装好收入
口袋。

当然了，冬日里滑雪与温泉的组合也是绝配，竹
林畔滑雪场距汤峪温泉约3公里，一脚油门就能扎进
温暖中。

美食爱好者也有适配，在袁家村必捷滑雪场悠悠
哉滑完雪，再去不远处的袁家村吃地道关中美食，把
滑雪消耗掉的能量补回来。

设定雪道难度
对于滑雪“小白”或进阶选手而言，有适合自己学

习、练习的区域非常重要。有没有道宽且长的练习
道、初中级道，都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从这个需求出
发，综合型滑雪场就是首选。放眼陕西省内，照金国
际滑雪场是高性价比之选。这里雪期长、雪道多（练
习道 2条、初级道 2条、中极道 2条、中高级道 1条、高
级道 2条），还有专业教练团队保障，可以实现从“小
白”到玩家的进阶。

对滑雪初学者的建议

如果你是滑雪“小白”，想先浅滑感受一番，可以
买各大雪场的开业早鸟票。

“小白”如何准备滑雪装备
相比其他大众运动，滑雪所需的各种装备着实让

很多未入门的人听着头大。雪板、雪鞋、固定器是俗
称的三大件，双板的雪友还需要准备雪杖。滑雪“小
白”可以先租一套雪场装备，体验过真实滑雪后，再决
定要不要购入。大部分雪场都提供装备租赁，如果预
算有限，可以先购买雪鞋，一双舒适的鞋子是开启快
乐滑雪的大前提。其次是保护用具，如护臀、护膝
等。头盔、雪镜、手套等单价不贵的配件也是优先考
虑购买的装备。至于大家讨论度最高的雪板，可以等
有了较为流畅滑行的技术后再买不迟。 □闻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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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是人类古老的一种生活技能，有着悠久的
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滑雪器具不断得到新的改
良，滑雪活动不再仅仅出于维持生存的本能需求，
逐鹿雪原与赛场成为深融于中华民族血液的基因
密码。

20世纪 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市汗
德尕特蒙古自治乡东北约 4公里的敦德布拉克河上
游沟谷东侧的 1号岩棚内，发现了早期人类的滑雪
岩画。其中第三组画面中，10人为一字排开，皆呈弓
身屈腿站立状，脚下有延伸物。从画面中人物上体前
倾、膝部前屈，具有明显动感的特点来看，符合滑雪者
的姿态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左边四人脚踏的滑雪板
非常明显，滑雪者手持单杆滑雪的动作形态栩栩如
生。通过研究，滑雪专家认为，岩画中这类滑雪者或
为多人呈纵排式滑雪，也可能是一位滑雪者流畅地由
眼前滑向远方的连续性的练习动作。而滑雪者的姿
态，与阿勒泰地区至今农牧民穿用古老滑雪器具的滑
雪姿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于这组滑雪岩画产生的年代，经考古、历史和
民族学专家的研究与论证，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
今已有一万余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我国范围内较早
的反映滑雪内容的形象资料。

古代阿勒泰区域属漠北草原向西延伸的部分，地
处亚洲东部与中部草原带之间，曾长期为中国北方游
牧部族西迁东往的通道和生息、角逐之地。在中国古
代的文献中，有关早期滑雪活动的描述，也与这一区
域的古代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关系。

在唐代的《隋书》中，就有“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
北室韦……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地多积雪，惧陷
坑阱，骑木而行”的记载。意即北室韦所在地区气候
最寒冷，积雪深厚，甚至淹没高头大马。而人们怕陷
入积雪的深坑之中，于是出门便“骑木而行”。这里
所说的“骑木而行”，实为脚踏木马器具而行，而“木

马”即为古代滑雪板，以木板制成。由于木板制作的
滑雪器具可以增加受力面积，减少局部压强，而且行
走迅速，犹如骏马，故称“木马”，“骑木而行”，即骑
木马而行。

元朝官修地理志《元一统志》还记载：“开元路有
狗车、木马轻捷利便。木马形如弹弓，长四尺，阔五
寸，一左一右，系于两足，激而行之雪中、冰上，可及奔
马。狗车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
尺许，以数狗拽之，二者止可于冰上、雪中行之。”生活
在开元路一带的部落，寒冷的冬天会踏着“木马”滑雪
板或乘坐“狗车”出行，非常便利。其中“木马”滑雪板
为两只，形似弹弓，长四尺，宽五寸，分别系在两脚上
即可滑行于雪上、冰上，速度可及奔跑的马匹；而“狗
车”用木材制成，做法简单，造型似弧形的船，长一丈，
宽二尺多，使用轻便，由数只狗在前面拉拽，人坐在上
面即可于雪上、冰上滑行。

历史延至明清，滑行于雪上的雪橇已十分普及。
明人吕毖的《明宫史》记载说：“冬至河冻，可拖床，以
木作平板，上加交床或稿荐（草垫），一人在前引绳，可
拉三二人，行冰如飞……”这时的雪橇又叫拖床，一般
在木板上添加折叠椅（胡床），或者在木板上垫以草
席，由一人牵引拖曳，可以坐两三人。除了驰骋于雪
上，亦可滑行于冰上，雪橇成为人们冬季休闲的重要
娱乐形式。

清代末年，西方现代雪上竞技项目开始传入华夏
大地。1932年 12月，黑龙江省阿城市玉泉镇北山出
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越野和高山滑雪线路的
现代化滑雪场；20世纪30年代，现代雪橇运动出现在
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铁路局。伴随着这些西方现代雪
上竞技项目的传入，由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雪上
活动，与西方现代雪上竞技一起，在共同发展中，融进
了中国近现代雪上运动的历史大潮中，并最终走入当
代生活之中。 □崔乐泉

“骑木而行”的中国古代雪上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