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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国拥有不可移动

文物 76万余处、馆藏文物超过 1亿件（套），博

物馆 6833家，其中大量待修复的文物深藏于

库房之中。然而，全国文博系统的专业技术

人员非常缺乏，具备精湛修复技艺与知识水

平的文物修复师更少，现实的供需不平衡使

得“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要稀缺”。

缺人是文保行业的持续痛点

“缺人。”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博物馆副

馆长王亮直言，“很多同事都是历史学专业毕

业的，博物馆学、文物修复、文物鉴定、考古学

等专业人员稀缺。”

济南市章丘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拥有 9000多平方米的展陈面积，近 2.6万

件馆藏。王亮告诉记者，按照一级馆的要

求，博物馆需要开展更多社教活动、举办更

多展览，但人才的缺乏，导致基层博物馆开

展这些工作遇到了难题，只能向上级部门寻

求帮助。

人才缺乏堪称困扰我国考古界已久的

“顽症”。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文博系统

18 万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 5.5 万余

人，平均每个博物馆不足 10人。其中具备精

湛技艺与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少之又少。

“近些年，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人员数量已

有大幅增加，但随着我国文物数量的激增，文

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人才依然高度短缺。”山东

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无机质文物保护

部主任蔡友振告知记者。考古专业的冷门、

人才的缺失，严重影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

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了制约科研工作深入开

展的一个瓶颈。

针对文博行业面临的人才需求问题，4

月 15 日，山东省出台《山东省文物全科人才

定向培养实施办法》，提出用 5 年时间为县

（市、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共计培养

不超过 300名文物全科人才，重点向省内 9个

文物大市、20个文物大县倾斜。

据了解，文物全科人才在校学习期间免

除学费、住宿费，并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文

物全科人才毕业后要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制度有关要求和定向培养协议到县（市、区）

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工作。

“不仅是培养专业修复技工，更是培养有

专业技术能力，又能对基层文物保护事业规

划发展提出创新性思路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毕业即‘入编’，是为留住人才。”蔡友振说。

在田野中培养考古行业“庄稼汉”

“实地参与田野考古后，才更清楚地理解

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文物

修复与保护专业学生李冰说，“比如，在挖探

方时，各种深度的土壤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而

只有当你亲手操作时，才能真实感受到差别

在哪里。”一个月的实际参与让李冰明白，田

野考古工作远比她想得繁重琐碎，并且现实

挖掘工作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

有人把考古工作者比喻为“庄稼汉”，因

为考古专业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更

需要扎实的田野考古训练。“根据真实的工作

场景，把学生的培养过程放到未来的工作环

境当中。实践课时占专业总课时量 50%以

上，这是我们为之自豪的一点。”莱芜职业技

术学院文物与艺术系主任王金玲说。

依托校内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和校外

实训基地，把需要修复的真实文物作为实训

载体，“真题真做”；实践教学直接走进考古工

地，“真活真干”。

“全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足够的实践磨

练，我们培育的文物专业人才在行业内很抢

手。像江西省海昏侯墓的发掘，陕西省阳关镇

遗址的发掘，都有我们学生的身影。”莱芜职业

技术学院文物与艺术系带头人陈涛吉说。

最新数据显示，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文物

与艺术系毕业生就业率达 97%，对口就业率

80%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100%。涌现出了

从事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修复的张烨亮，

淄博市最年轻的工艺美术大师刘新宇，在《考

古》发表学术论文的博士生常经宇等一大批

优秀学生。

据悉，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将筹备建设文

物产业学院，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针对行

业特点和发展需求，给予考古人才充足的发

展晋升空间。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就业，让学

生们从实践出发，符合新时代文物行业对专

业人才的需求。

为考古插上“数字翅膀”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副处长钱玉

新告诉记者，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文保单位人

才短缺，主要体现在有全科专业知识背景的人

员缺少。以文物修复工作为例，修复一件文物

需要了解其历史，能制定专业修复方案，同时

还得有一定修复操作层面的技能，没有全面、

过硬的文保专业背景，这项工作很难开展。

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文物数字化实训中

心的教室中，通过计算机操作建模软件的学生

李帆正在对一件青铜器进行 3D建模，他介绍

道：“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是用石膏翻模，冷却

后材料尺寸缩小，修复成功率受很大影响。但

现在，我们采用三维扫描记录原型数据，制作

模具时，通过设置收缩率，使得冷却后模具大

小不受影响，而且纹路会更加清晰。”

三维激光扫描仪、RTK 测量仪器、无人

机……最前沿的仪器装备被引入遗址发掘、

文物修复、研究分析、展示传播等考古“全链

条”中。通过不断更新迭代的“黑科技”，考古

从业者得以 360度无死角把遗址及发掘文物

搬进电脑中。

“故纸堆”也能通过数字化技术发掘出新

的宝藏，“冷板凳”专业也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如何培养能够熟练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考

古专业人才？据悉，今年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将

进行课程改革，对过时的课程进行删减、压缩，

同时增加更符合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课程。

“考古绘图和器物绘图方面出现人才过

剩的状况，这两门课会从 8 周压缩到 2 周和 4

周。”王金玲说。与此同时，虚拟仿真技术课、

新媒体技术课和博物馆实物讲解课将加入课

程列表，促进文物数字化及其人才培养方面

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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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入坑后，这档综艺确实成为我周五晚

上的仪式了。”年轻的同事向我热情地推荐

《喜人奇妙夜》。

于是，赶紧“恶补”了前几期，的确观感

不俗，开怀大笑之余，也似乎找到了那份久

违的松弛感。

《喜人奇妙夜》出圈，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当下观众的喜剧饥渴。过去一年，《脱口

秀大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连续做了

好几季的热门喜剧综艺都摁下暂停键。供

需失衡下，《喜人奇妙夜》的播出，便迅速抓

住了空档期，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对于“笑声”的需求。

除了这一基本背景，《喜人奇妙夜》在

形式和内容上，试图打破喜剧的边界，做出

了诸多突破。

节目的大多数作品，都采用了当下最

流行的短喜剧形式 Sketch。Sketch 一词出

自古希腊语，原义接近于绘画中的“素描、

速写”。与追求内容完整、叙事结构清晰的

戏剧作品相比，素描喜剧篇幅更为精悍，节

奏更加紧凑，包袱的密度更高，其观众群也

更趋于年轻化。

而在内容上，节目体现了文化产品对于

当下社会的体察，关照普通人的日常和痛

点，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

绎喜剧作品，为喜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一篇参赛作品《熬人奇妙夜》以熬夜

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讲述当代年轻人在一

天高压之后深夜的情绪波动。其中一句“熬

夜是为自己开心，起床却要为别人打工”，格

外扎心，精准而生动地捕捉到每个打工族的

心路历程。而《小品的世界》以一个像《楚门

的世界》那样的设定，表达了当下观众对模

式化小品的复杂情绪。它是对于小品黄金

时代的一次集中致敬，也像是喜人们的一次

集体宣誓：打破与观众之间的那堵“墙”，喜

剧就可以超越生活的表象，奔涌向前。这种

超越，亦可照见当下喜剧的价值。

喜人是喜剧最重要的支撑。喜剧综

艺，不只是给疲惫生活中的观众带来片刻

偷闲、会心一笑，更给喜剧表演者和创作

者，带来交流、切磋机会，带来艺术创作更

多的可能性。这些表演者、创作者如同《断

片山》中的登山人，轴且勇，身处“喜剧地

狱”，却依然要呕心沥血，做出最好的喜剧，

看到最高处最美的风景。《断片山》这一隐

喻，让现场无数的喜人泪奔，因为那正是他

们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的写照。

“我觉得好久没有逗大家笑了。我自

己的作品，其实跟现在目前的喜剧有一点

脱轨，稍微有点落伍了，所以我是来改变

的，我不想喜剧把我抛弃了。”演员何欢曾

在节目中如此坦白。这也应该是每个参演

者的心声。

他们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忧患意识，想

被观众看到；更想为喜剧正名，想在创新的

路上越走越远，为喜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

献。马东之所谓“精卫填海”，当然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奋勇向前。

时 代 需 要 松 弛 感 ，人 民 群 众 需 要 笑

声。当借助综艺这一大舞台，喜人喜剧喜

相逢，也衷心希望他们可以更松弛一些，能

推出一些更小体量、更加轻盈、更接地气的

喜剧产品，砸掉小品套路的旧墙之后，大可

不必重筑素描喜剧的新墙。

价值不是不可以上，而是要上得自然，

上得了无痕迹，就像有网友说的，“看喜剧，

还要被教育，靠这点教育，能扭转人生，还

是咋的”，那么，来点纯粹的笑，没心没肺的

笑，也是极好的。当年陈佩斯、朱时茂的小

品《吃面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它不

是照样因为超级好笑，而成为经典。

阅 读 提 示
山东文物数量多，博物馆分布广，文物保护任务繁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自然更为迫切。

今年 4 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山东省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

实施办法》，提出用 5 年时间为县（市、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共计培养不超过 300

名文物全科人才。山东的一些职业院校也在积极探索文物人才培养方式。

文物多、专业技术人员少，优秀文物修复师更是稀缺——

定向培养能否治好文物全科人才缺乏“顽症”？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赵欢）演唱会、音乐节场场爆满，话剧院、舞

剧院内掌声四起，沉浸式实景演出频频“出圈”……当下，全国

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类型多元、内容丰富的演出活动不断“上

新”，“开卖即售罄”“场场都爆满”反映出线下演出市场持续火

爆，进一步释放着文化消费潜力。

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布了《2024 年上半年全国演

出市场发展简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活跃

度高于去年同期，演出产品在拉动消费、联动产业、促进经济

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

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 25.17 万场，票房收入 190.16 亿

元，观众人数 7910.13万人次。

就当下演出市场的整体版图来看，演唱会票房持续增长，

音乐节市场也更趋平稳、规范。今年上半年，刘德华、周杰伦、

凤凰传奇、周深等众多歌手举办的多场大型演唱会均开票即

售罄。以刘德华北京演唱会为例，总计 3 万余张门票，6 月开

售时吸引了超过 120 万人同时在线抢票。同时，大型音乐节

演出市场呈现更为理性、规范的发展态势，具有品牌影响力和

个性化阵容设计的音乐节项目增多，音乐节运营服务质量亦

整体提升。

在剧场类演出方面，话剧、舞剧、歌剧等仍是观众的聚焦

点。陕西人艺“茅奖三部曲”之话剧《白鹿原》、大道文化的戏

台三部曲之《惊梦》、世界经典央华中文版舞台剧《悲惨世界》

颇受瞩目；音乐剧方面，英文原版音乐剧《歌剧魅影续作：真爱

永恒》、中文原创音乐剧《人间失格》等国内外剧目彰显了音乐

剧的多元趋势。另外，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让近年来异军

突起的舞剧市场格外亮眼。戏曲方面，浙江小百花艺术团打

通戏曲剧目走向市场的渠道，将精品剧目推向更多观众，打造

的《陈三两》《苏秦》等多部精品剧目颇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去年同期，今年新推出原创剧目的

数量明显增加，涵盖多个艺术门类的原创新作接连登台，如国

风悬疑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新国风舞剧《李清照》、舞蹈诗

剧《九歌》、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等。

另外，还有一些旅游演艺企业瞄准目前游客消费模式更

新，积极探索新型演出模式，大力开发“沉浸式”“行进式”旅游

演艺项目，让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生活力。例如，在上海沉

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演出现场，观众可以边看边与演员互动，

一转眼便已成为剧中人；在湖北省重点创新文旅项目《知音

号》的沉浸式演出现场，观众们在演出的船舱中自由行动，沉

浸式体验每个角落发生的故事，还能影响故事走向。多种艺

术类型开启沉浸式表演探索，参与剧情演绎的互动戏剧项目

持续受到青年观众喜爱。

演出市场在激发人们消费热情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目

前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诸如“天价黄牛票”“视线遮挡”“音响效

果拉胯”等不和谐现象频出。火起来的演出市场如何更好地

火下去？业内人士认为，这需要演出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不断

加强监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服务水平。

艺 评G

喜 人 喜 剧 喜 相 逢

云南巍山火把节点燃夏日夜空

“开卖即售罄”“场场都爆满”

演出市场持续火爆
彰显文化消费潜力

7月 30日，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火把节祭火仪式前，大雨
逐渐停下，18时 30分许，《工人日报》记者在巍山古城看到，市
民游客手持火把、成群结队陆续走向圣火广场欢度火把节，节日
在当地颇具仪式感。

夜幕降临，县城内主要广场上火把齐燃，爆竹喧天，火树银
花，一片沸腾。在圣火广场，高15.88米、重3吨的巨型火把矗立
其间，成千上万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欢呼与呐喊声把这一民族节
日氛围推向了高潮。

为更好地展现巍山丰富的文化遗产，本届火把节特别设置
了多项民俗展示活动。在古城内，游客们可观赏到传统的南诏
古乐演奏、彝族服饰和扎染服饰走秀。云南省文联文艺志愿服
务小分队带来的“文艺轻骑兵”惠民演出让古老的民俗文化焕发
新生机。

据悉，经过多年发展，巍山火把节活动已成为云南省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火把节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 赵黎浩 图/文

上海博物馆“奇喵夜”200只宠物猫盛装出席
近日，上海博物馆迎来首场博物馆“奇喵夜”活动。200

只精心打扮的宠物猫在主人的带领下齐聚“金字塔之巅：古
埃及文明大展”，开启奇妙的观展体验。据了解，带猫看展在
全球综合类博物馆中尚属首创。

张亨伟 摄/视觉中国

“金庸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研讨会在港举办
新华社电（记者孟佳）由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办的“金

庸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研讨会 26 日在港举办，近百位各界

人士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金庸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中华文化传

播的深远影响。

研讨会由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李大宏主持并致开幕

辞。他认为金庸作品在全球华人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文

化价值，金庸小说以及衍生的影视剧和音乐等，是全球华人共

同的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跨越国界，成为连接

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桥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会长张国良致辞时说，要提高对金

庸文化在香港、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认识，金庸文化对香港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文化从香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金庸文化是香港的宝贵财富，是香港十分亮丽的文化

名片。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文化界、媒体界、学术界的多位嘉

宾相继发表演讲，分享他们对金庸及其作品的见解。联合出

版集团董事长傅伟中从金庸作品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出发，深

入剖析了金庸小说中武侠精神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他赞同以金庸文化为支点，让武侠文化走向全球。

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向研讨会发来贺信，他们表示，金庸作

品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成为

连接世界各地华人读者的文化桥梁。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金庸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