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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矫形、补洞、除锈，让近 2000岁的铜马再

现矫健身姿！近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妙手匠心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文物保

护利用展”现场，一件来自东汉时期的铜马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穿越千年时光而来

的铜马，见证着汉代的强盛国力，展现了汉

代精良的青铜铸造工艺。

“这件看上去体型矫健、气宇轩昂的铜

马，刚出土的时候，已经断裂成了好几截。”

青铜器修复师赵晓宇说，在拼接开始前，修

复团队要将变形的马腿和马颈进行矫形，再

修复铜马各部分躯体上的破洞，拼接之前，

还需 CT 除锈，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一年的

时间。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近日，位于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首次开

展了碑刻文物的修复工作。城中白帝庙内

有隋唐以来的 73 通书画碑刻，分东、西两处

碑林，包括《凤凰碑》和《竹叶碑》等著名碑

刻。而此次将要修复的石质碑刻文物有 56

通，由于人为破坏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碑刻

均出现了病害。

90 后文物“医生”胡娟正在为一幅画全

色，也就是用笔墨把古画的残缺之处补好。

由于古画的墨色与现在已有所不同，加上墨

色的深浅变化，极其考验文物“医生”对色彩

的敏感度和调色能力。

事实上，修复不仅要求文物“医生”能熟

练用刮刀、镊子、针锥等工具，还要与薄如蝉

翼的绢、绫、纸打交道，会“揣摩”古人心思。

胡娟和同事还学了工笔画，以求达到“补处

莫分”。

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重庆三峡

博物馆修复师杨军少时入行，如今已干了

30 多年。在她看来，修复古画，既需回春妙

手，更要有敬畏之心。记者看到，文物“医

生”的她正小心翼翼地用羊排毛刷对古画

除尘。

修复一幅古画前，文物“医生”要为它做

个“全身体检”。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放大

到 200倍观察古画病害、纸张帘纹、分析纸张

种类。清洗、揭裱、修补、全色，修古画等大

的步骤就有 10多道，细分下来工序更多。“完

成一幅古画修复，根据难易程度，常常要几

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急不得。”杨军说。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

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幸军

说，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动员了全国的考古力

量。曾有业界专家担心，重庆有没有能力修

复这些出土文物，随着《重庆三峡库区出土

文物 2022年度保护修复项目》顺利通过中期

评估，以及接连荣获“全国十佳”，重庆文物

修复实力得到业界专家认可。

见证着历史的辉煌与文化的厚重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翠云山巅的多功城，

拥有 800多年的历史，与合川钓鱼城齐名，为

古代山城防御体系中古城池之一。是研究

巴渝地区历史、政治、军事及古城堡建筑的

实例，具有代表性文脉意义。

顺着阵阵清脆的“叮当”声来到古城池

多功城内城，记者现场看到，城内的地面建

筑墙体基址已基本清理加固完成。眺望前

方的城墙，只见三五名文物修复工人组成一

组，手持钢錾和凿子躬身规律地凿击着，一

点点“开垦”着补配石材，一寸寸恢复古城墙

原本面貌。

幸军告诉记者，古城墙修缮不是简单地

砌墙堆瓦，更不是简单地起复高楼，对暴鼓

病害的区域要进行拆砌归安，对城墙结构失

稳的墙体需加固，坍塌区域砌块则需进行整

理……短短 550 米的古城墙，需根据其原本

的状态“对症下药”，每一次“手术”都需“望

闻问切”，才能尽可能地保留文物的本来面

貌。

目前，数十位文物修复工人正通过软毛

刷、钢錾、凿子，一点点为我们揭示出这个古

老城池的生动面貌。这座古城即将焕发新

生。130、137、129……古老城墙上一块块标

记着自己“专属编号”的砌石格外“显眼”。

“这些标号的都是经过拆砌过的原有石

料。对于松动、开裂的部分砌石我们会进行

局部拆砌，为了确保古城墙的‘原真性’，就

想到对每块原有石料进行编号的办法。”多

功城遗址公园环境整治与设施完善项目相

关负责人解释道。

“像孔洞、小型裂缝会采取灌浆的方式

进行结构补强，灌浆材料以石灰、砂、桐油等

为主，具体配方由有资质的专业岩土加固机

构进行试验获取，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好遗

址的整体风貌。”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多功城以山岩为城，视线极佳。若是夏

季天气晴朗，站在多功城可 360 度环视远山

近水，远至北碚、水土、蔡家、歌乐山，城中的

大坪、浮图关，甚至重庆与邻水交界的华蓥

山均清晰可见。预计年底完工的遗址公园

将再现巴渝古城池魅力。

为文物修复事业注入活水源泉

“各文博机构修复技术路线不尽相同。

比如修复瓷器，考古院和三峡馆的技术路线

就不一定一样，但都会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

则。大家更加注重的是什么？是检测分析，

是信息留存，因此文物修复的科技含量越来

越高了。”幸军说。

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馆长雷庭军告诉

记者，该馆在对古城墙进行修缮时，多次邀

请相关文物保护专家现场调研指导，聘请当

地知名的石匠师傅参与城墙修复。

“通过师承制、名家指点等方式，我馆逐

渐建立起一支传承有序、门类齐全、具有全

国有影响力的文物修复队伍。”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部副主任赵雄伟

说，该馆非常重视修复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像在‘2022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中获得三等奖的赵晓宇、周昱岐两位 90后文

物修复师就是我馆自己培养的。”

“通过师承制和引进人才两手抓，以项

目聚人才，以人才带项目，持续为文物修复

事业注入活水源泉。”幸军说，截至目前，全

市保护修复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165 人，其中

高级职称 40 人，全市共 8 家单位具有可移动

文物修复资质。

据了解，随着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的建成投用，重庆文物修

复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此外，红岩

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市属文博机构均设有修

复中心，且形成了差异化发展特色，构建起

较为完整的文物修复体系。

邓崎凡

去文化馆，能干什么？

如果你还以为“文化馆是教老人孩子跳

跳舞”的地方，不久前的全国文化馆服务宣

传周，或许可以让你转变自己的观念。在宣

传周期间，全国各级文化馆（站）举办了 7200

余项活动，内容涉及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美术、书法、文学、摄影、雕塑、影视等众多艺

术门类，涵盖展演、培训、讲座、展览、比赛、

欣赏、创作、征集等多种活动形式。

长期以来，文化馆服务对象集中于“一老

一小”，在人们印象中，主要是“教老人和孩子

唱歌或跳舞的地方”。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将“全民艺术普及”上升为法律规定。由

此，文化馆跳出了“小圈子”，在全民艺术普及

中加速转型升级。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第一季度，全国

文化馆服务人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从遍地开花、处处火爆的夜校就能窥见

一斑。在上海，自 2016 年起推出，由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为主要组织执行单位，主要面向

18~55 岁中青年群体提供文化艺术普及课程

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如今越来越成为市民

眼中的香饽饽。

市民只需要花费 500元就能在夜校学够

12 节课程——2023 年 8 月，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因“65 万人在线抢 1 万个名额”“年轻人迷

上 500元夜校”等话题登顶微博热搜，吸引媒

体广泛报道，2024 年春季班更是创造了“73

万人同时在线抢课”的新纪录，112门课在 10

秒内报名满额，报名开放一小时后超过 95%

的课程全部报满。

目前，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已通过“总校+

分校+教学点”体系，培训点位除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各区文化馆、市级文化场馆外，进一

步向街镇、社区、商圈延伸，为市民打造“15

分钟文化服务圈”。

不止上海，不少地方的文化馆也在打造夜

校这一品牌。夜校通过设置丰富多彩的培训

课程，创新推出时间适宜、价格优惠、内容丰富

的“速成型”课程，与中青年“上班族”群体缓解

压力、陶冶情操、展示自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

求形成了“同频共振”，而错时开放的特点，更

是为人们走进文化馆打开了“方便之门”。

吸引人们走进文化馆之后，各地也在努

力创新思路，用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大家爱上

文化馆、留在文化馆。

四川成都市文化馆正努力为群众搭建

属于自己的“秀台”：在文化馆说一次开放

麦，做一次脱口秀演员；和小朋友一起感受

模仿与表达的乐趣……自 2021 年 12 月新馆

开放以来，成都市文化馆就打造了公共文化

服务新品牌“周末星舞台”，让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主角，体验表演的魅力。该馆还独创的

狂飙汉“潮”沉浸式戏剧游园会，让观众与专

业演员一起飙演技、共创剧情。近两年，成

都市文化馆推出了沉浸式美术作品展、沉浸

式戏剧游园会等 50 多场沉浸式文化活动，

覆盖线上线下逾 200 万人次。

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是各地文化宫一

个集中展示的窗口，也是大家对文化馆的一

次集中检阅，从老少皆宜的培训到精彩纷呈

的展演，再到妙趣横生的展览……各地文化

馆展示出了内容，让我们确信，当下的我们不

缺一个走进文化馆、爱上文化馆的理由。

走进文化馆，不缺少理由

阅 读 提 示
从 2012年至今的 12年时间里，为了

让这些中华文明、长江文明的见证者“重

生”，重庆上百名文物修复师埋首实验室

中，为它们拂去灰尘、洗去锈迹，为它们

接上断肢、补上残缺，共计修复 15000 余

件（套）。

一件件重庆三峡文物从泥土里被捧出时一件件重庆三峡文物从泥土里被捧出时，，岁岁月的刀锋已将其躯体侵蚀得支离破碎月的刀锋已将其躯体侵蚀得支离破碎，，

文物修复师们用高超技艺文物修复师们用高超技艺，，让它们得以让它们得以再现昔日华光再现昔日华光

上万件文物在上万件文物在时光里时光里““重生重生””

视 线G

高科技激活汉代生命艺术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

璀璨的灯火梦幻交织，酣畅的唱腔韵味醇美，脸上的油彩

鲜艳灵动……近日，在北京河南大厦的“京园有戏”戏曲名家

演唱会上，李树建、贾文龙、王惠、王红丽、金不换、杨帅学等戏

曲名家和青年戏剧演员一同将豫剧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

“豫园、豫剧、遇知音”再次响锣启幕……这场演出拉开了

由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

建主导打造的豫剧沉浸式小剧场北京驻场演出的帷幕，自此，

每月三场的演出都将在北京河南大厦如期而至。

与传统戏剧演出形式不同，沉浸式剧场的舞台设计别出

心裁，T 字形的舞台让演员们深入观众之中，从各个角落走

出，观众们仿佛也成了戏中人，在抑扬顿挫的调子中穿越历

史的长廊，与生旦净末丑等戏剧角色一同体验人生的喜怒哀

乐愁。

首场演出反响良好，北京站的观众中年轻面孔也更多，李

树建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戏曲是演给观众的，没有观众，戏曲就失去了生命线。”

据李树建介绍，戏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老年

观众多，年轻观众少；农村演出多，城市演出少；城市演出送票

的多，买票的少。而作为拥有 300 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大地方

剧种豫剧，更是面临影响力有限，主阵地始终在河南的困境。

“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想要谋求发展，必须接受新时代的

洗礼。”李树建带领团队仔细研究分析当前豫剧面临的问题和

困境，探寻新时代适合戏剧发展的新的表现形式，最终确认了

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改造方案。

在新的演出方案中，豫剧不再作为演出中的唯一剧种，而

是要接纳吸收其他优良剧种，甚至是国潮元素，同时打破演员

年龄、流派、地域的限制，广纳人才、互相借鉴，最让人耳目一

新的是，戏剧舞台沉浸式的变革。

“让演员从台上走入观众之中，仅仅几步的距离，带来的

感受却大不相同。”李树建认为，沉浸式的演出贴合现在年轻

观众的审美，同时对于戏剧的表现力也十分有益，很有可能成

为剧场困境的突破口。

不仅内容要创新，发展阵地也要突破。李树建提出了

“豫园（上海）·京园（北京）·家园（郑州）”三步走战略，在北

京、上海等演艺市场丰富、多元文化盛行、年轻观众汇聚的城

市开展驻场演出，“我们想站到更高的舞台，主动接受市场检

验。”他认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成果需要观众的认可，在更

前沿开放地区站稳脚跟虽然充满挑战，但也能发现问题、突

破瓶颈，从而获得更多被看到的机会。

自今年 1月开始，豫剧先后进驻上海豫园、河南艺术中心

小剧场，开启每个月三场的驻场演出。此次在北京的河南大

厦进行常态化的驻场演出，也意味着李树建的“豫园（上海）·

京园（北京）·家园（郑州）”三步走计划落地生根。

“600 年前昆曲进京，300 年前徽班进京，如今豫剧进京

驻场，我们称之为‘进京赶考’。”李树建表示，“进京赶考”

不容易，但他相信，作为北方剧种的豫剧更容易被北方人

接受。他期望豫剧能为北京“演艺之都”的建设增添多样

的风采，同时，古老豫剧在突破传统观演关系的环境式、沉

浸式剧场内，将驻场演出与更时尚的文化消费模式相结

合，也能在和其他剧种的交流互鉴中培养更多观众，得到

更好的发展。

豫剧沉浸式驻场演出在京启动

豫剧“进京赶考”期遇知音

首届荷花联展插花竞赛作品亮相拙政园
6月 20日，“拙韵清莲 荷合与共”苏州市首届荷花联展亮

相拙政园，展出园艺从业人员及插花爱好者以荷花为主花材，
以传统插花、现代花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的展赛作品。图
为游客在苏州拙政园参观荷花联展插花竞赛作品。

王建康 摄/中新社

本报讯（记者赵欢）6月 15日至 17日，“寻根诗祖·问道宜

昌”中国文化记者宜昌行采访调研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举

行。来自全国的 60余名文化记者相聚屈原故里，共赴文化寻

根之旅，共探屈原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在为期 3 天的采访调研中，文化记者一行参观了宜昌博

物馆、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采访调研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长盛川黑茶制作技艺基地、世界第二大酵

母生产基地安琪集团、千年文脉天然塔以及宜昌长江岸线风

貌管控情况。文化记者们还走进屈原故乡秭归县乐平里村，

与当地具有悠久历史的三闾骚坛诗社的农民诗人们一同拜祭

屈原庙，到秭归县城参拜屈子祠，观赏了当地文艺工作者编创

的民俗歌舞情景剧《大端午》，并对以屈姑命名的大型国际农

业集团全产业链项目进行了现场调研采访。

召开“寻根诗祖·问道宜昌”文化研讨会，是此次采风调研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研讨会上，文化记者们踊跃发言，与宜

昌市本地屈原文化专家学者共同交流，深入研讨屈原精神及

其时代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

会名誉会长丁振海表示，希望文化记者们用美文将屈原精神

传播出去，进一步提升屈原家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屈原文

化经由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

60余名文化记者相聚宜昌共探屈原精神

日前，由湖南博物院和中国数
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联袂打造的

“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
浸式数字大展”开展。展览由时空、
阴阳、生命3大板块构成，充分利用
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及科技手段，巧
妙呈现了中国古代对宇宙、生命的
宏大想象与艺术表达，为观众构筑
了一场可知可感的“时空之旅”。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