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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开始学习电影到从业至今，已经

接近 20 年了。其间，我经历了种种不同的

创作状态，有一些感悟和体会。

在最初的从业阶段，我的创作喜欢主

题先行，为了让人和事满足逻辑性、假定

性，耗费了大量精力，然而等作品出来，却

发现那种费劲属于用“拙力”，到头来，往往

人物不生动，故事不流畅或太晦涩。于是，

我把创作的重心移到电影的技术方面，经

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学习，电影技法日渐

成熟。然而，虽然作品叙事相对流畅，人物

相对饱满，但是电影中可供“咀嚼”的内容

少之又少，缺少余味、缺少留白、缺少灵魂。

意 识 到 这 个 问 题 后 ，我 感 到 非 常 迷

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

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电影算是舶来品，很多电影的理论基

础及技巧都是西方式技巧。从学习电影开

始，我们就看了大量欧美经典影片，美学观

念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当我们用这些方

法讲中国故事时，难免会碰到影片缺少灵

魂的问题，因为我们习惯把故事装进西方

叙事体的瓶子里，但显然，这两者之间存在

很大不同。既然我们需要“文化自信”，那

就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用我们自己

的文化来讲好中国故事。

于是，我开始重读中国的经典名著，还去听相声、评书和戏曲，

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和勾勒人物的技巧。我把书架上陈

放已久的画册重新取下来翻看，去学习中国传统画的配色、构图，

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留白”的重要，绘画需要留白，叙事也需

要留白，这是我们中国人听故事的习惯。

我带着这些新的思考拍摄了《送你一朵小红花》。拍摄过程

中，我一直告诫自己要“举重若轻”，时刻审视自己是否违背了中国

人听故事的习惯，要留闲笔，要有留白。

第一次完整观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后，我如释重负。即使它

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至少我可以确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我选

对了。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我似乎找到了一些方法和抓

手。这也是未来我要继续探索的一条路。现在看来，最关键的是

取传统文化的“道”，用中国自己的“器”。

新时代，新气象，新一代中国人在成长、在奋斗。作为这个时

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记录下中国人的故事。我

们要体会大家的苦痛与快乐、幸福及希望。

时代赋予电影力量，电影也描摹着这个时代，我们任重道远，

仍须砥砺前行。

（作者为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导演，本报记者刘阳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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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2月 17日电 （记者徐靖、田先进）日前，首款国产量

子计算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在安徽省合肥市正式发布。该

系统由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实现了量

子资源系统化管理、量子计算任务并行化执行、量子芯片自动化校

准等新功能，可以使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更加高效、稳定。

相比于经典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强大的计

算能力，但目前全球范围内可供使用的量子计算机只有 50 台左

右，如果不能做到有效利用，就会出现算力浪费的情况。因此，量

子计算机也需要操作系统对其进行有效调配和管理，硬软件协同

发展才能让量子计算机实现落地应用。

据悉，下一步，本源量子研发团队将基于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本源量子计算机集群、“本源司南”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本源

量子云平台以及丰富的量子软件与应用，打造完善且开放的量子

计算服务生态，与量子计算产业链企业共同实现量子计算的广泛

应用。

我国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发布

本报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施芳）记者从日前举行的首届圆

明园文创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圆明园已设计衍生产品 1581
款，推出产品 217 款，包括“圆明园四十景”“大水法与石鱼”“仙萼

长春”“圆明园十二生肖”等主题系列。

圆明园文创产业起步于 2016 年，已形成办公用品、纪念臻品、

家居潮品、服饰穿搭等丰富的产品结构。圆明园注重文化资源的

系统收集与梳理，通过探索、搜集、整理，初步搭建圆明园文创素材

资料库，内容涵盖历史资料、文物资料、照片资料、原创设计资料、

3D 素材、视频资料六大类，近万种元素，且在持续更新完善，为后

续产品设计开发提供了依据。去年 10 月，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成

立，汇集专业研究力量，助力圆明园文创产业发展。

圆明园设计千余款文创衍生品

本报上海 2月 17日电 （记者姜泓冰）近日，上海劳模学院成

立。该学院由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共建，将打

造成劳动模范深造平台、劳模文化育人平台和劳模文化研究平台，

以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建校 60 多年来，已涌现出 130 多位省部级

以上劳模。全国劳模包起帆受聘出任上海劳模学院首任院长。据

介绍，学院有 3 项主要任务：一是打造劳模培训与提升的平台，将

面向劳模和具有劳模潜质的产业工人，开展拓展劳模视野、学习前

沿科学技术、现场交流创新经验的教学服务。二是探索劳模文化

育人模式，将劳模文化融入思政育人全过程。三是打造劳模文化

研究平台，开展有关劳模文化的研究，探索劳模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提升路径和传播机制等。

上海劳模学院揭牌成立

2 月 11 日，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

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亮相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与人们共庆团圆。

之后，佛首对公众展出。2 月 12 日—3 月 14
日，“咸同斯福——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

数字复原特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

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厅序厅，位于

展厅正中的佛首十分引人注目。佛首肉髻

低平，脸庞圆润，微微露出笑容，工艺精美，

姿态庄严而温暖。为配合佛首展出，博物馆

还将馆藏的 27 件北朝时期造像拓片等文

献，特别是一组 8 件出自天龙山石窟第二、

三窟的造像拓片，首次集中展示。展览同时

呈现天龙山石窟基本情况、第八窟概貌和艺

术风格、石雕佛首介绍等内容。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开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时

期，在中国石窟雕塑发展艺术史上具有重要

地位。20 世纪 20 年代，在日本文物古董商

山中商会等的驱动下，石窟遭到大规模盗

凿，绝大部分精品文物流失国外。这次回归

的佛首就是其中之一。

佛首的归家之路，经历了曲折又令人振

奋的过程。

2020 年 9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

现，日本一家拍卖行拟于东京拍卖疑似天龙

山石窟的流失文物。经组织鉴定研究，判断

应属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

的被盗佛首。国家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10
月 15 日致函拍卖行，要求终止与该佛首相

关的拍卖和宣传展示活动，予以撤拍。 10
月 16 日，拍卖行积极配合，作出撤拍决定，

终止有关宣传。国家文物局与拍卖行董事

长张荣（旅日华侨，浙江杭州人）取得联系，

鼓励促成文物回归。10 月 31 日，张荣与日

籍文物持有人谈判完成洽购，经国家文物局

充分沟通，决定将佛首捐献中国政府。经过

移交仪式后，12 月 12 日 12 时，佛首安全运

抵北京。这是 2020 年回归祖国的第 100 件

流失文物。

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这尊佛首开展

了实物鉴定，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

文物测试分析与健康状况评估。结果显示，

佛 首 长 33.7 厘 米 ，宽 30.4 厘 米 ，高 44.5 厘

米。佛首石材主要由石英和方解石构成，符

合天龙山岩体特征，顶部和耳部发现彩绘痕

迹，推断佛像原始状态应有彩绘。

经实物鉴定、科技检测并与历史照片

比对，专家一致认为，该佛首源自天龙山第

八窟北壁佛龛内佛像，应为 1924 年前后被

盗。该尊佛首雕刻技术娴熟、表现手法细

腻、时代特征鲜明，具备北朝晚期至隋初的

显著特征，是研究天龙山石窟乃至我国古

代石窟艺术的珍贵实物标本，具有重要的

历 史 、艺 术 和 科 学 价 值 ，暂 定 为 国 家 一 级

文物。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此次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成功阻

止天龙山石窟历史上流失文物在海外公开

拍卖，促成文物捐赠回归，近百年来第一次

从日本将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追索回国，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国家文物局将会同山

西有关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早日促成佛首回

归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回归国宝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

漂 泊 百 年 佛 首 回 家
本报记者 王 珏

“大过年的，给大家出几个跟书法家相

关的问题：王羲之放没放过鞭炮？颜真卿写

没写过春联？苏东坡写没写过贺年卡？”

晚上 8 时，一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一

位主播，坐定，开唠。这位主播叫白雪松，是

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一级讲解员。

去年年初，白雪松试水直播，随后便做

了直播节目“国宝名碑脱口秀”，凭着风趣幽

默、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了很多人对碑林

博物馆和书法文化的兴趣。

一场直播吸引 40万人

“颜真卿有多爱东方朔？来来来，带大家

看一下这块颜真卿所书的东方朔画像赞碑。”

直播间里的白雪松对各种历史文化“冷

知识”信手拈来，他已经做了 60 多场直播。

去年 2 月 23 日，白雪松做了第一场直

播，参与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

等 8 家博物馆共同开启的“直播云春游”活

动。与其他主播进馆讲解的方式不同，白

雪松在客厅里用脱口秀的方式带着观众完

成了 2 个半小时的“云游馆”，观看人数近 40
万人。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白雪松说：

“碑林博物馆的碑石大多是黑灰色，有的还

罩着玻璃加以保护，反光太强，通过摄像头

难以让观众看清。索性就用脱口秀的方式，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由于效果很好，白雪松在一周内又临时

加播 3 场，后来成了固定的直播节目。在他

看来，在碑林当解说员并不容易，“直播是用

生动的故事把观众吸引进来，将文化遗产的

魅力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对碑林产生好奇和

向往，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从前不怎么玩社交软件和直播软件的

白雪松开始尝试去了解。他的直播穿梭在

历史、影视、综艺、小说之中，从一块碑石到

一段历史，从李白杜甫到神话武侠，“但内核

必须是准确的历史知识，这也是我在直播中

一直强调的。”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无意间刷到白雪松

的直播，从此便成了一名“铁粉”，“老白的直

播非常‘有料’，不单有趣，更能学到不少知

识。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碑林好好看看。”

为一个问题翻多篇论文

白雪松其实是名理科生，毕业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学的是生物工程专业。毕

业后，他选择从事热爱的历史文化工作，在

他看来，跨界可以将理工科思维和文科知

识相结合。

“ 按 理 来 说 ，我 已 经 在 碑 林 当 了 近 10
年解说员，应该说是经验老到。但解说遇

上直播，两小时要准备的东西真不少，每次

面对镜头需要做大量幕后工作。”

讲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那场直播是白

雪松较为满意的一期，这块碑是集王羲之的

字而成，白雪松的讲解不仅涉及王羲之的书

法艺术，还把历史中的玄奘和《西游记》中的

唐僧做了对比，更讲到了佛教在唐朝时的发

展演变。有趣、丰富、深刻，很多网友这样

评价。

每次白雪松为直播做准备，无异于一次

“小研究”，短则两三天，长则一整周，房门一

闭，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在知识的海洋

里捡拾贝壳，这个过程既有趣又艰辛。“直播

中我要应对网友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因此

必须准备充分。”白雪松觉得这是一个“逼自

己学习的过程”。“有时为了弄懂一个小问

题，要翻上很多论文，说实话，翻一篇 300 多

页的博士论文还是要有很大耐性的。”他说。

在日常讲解工作中，针对不同的游客，

白雪松尽量做到个性化讲解。“比如我讲解

‘迎客第一碑’石台孝经碑时，对于喜爱历史

的游客，我就会讲李隆基的书法为何这么漂

亮；而带着孩子来的游客，我就会阐释碑文

中孝的含义。就像壶里倒豆子，挑他们爱吃

的拿出来。”

最让白雪松感到自豪的，是一年来的

60 多 场 直 播 ，都 是 由 他 自 己 完 成 内 容 创

作。他曾尝试跟专业团队合作，但写出来的

稿子跟预期相去甚远，“风格和内容有时是

一体的，别人帮不来，还是那句话，内容为

王，再辛苦也得自己操刀。”

让更多人爱上文化遗产

2 月 7 日，白雪松偶遇一对母子，孩子争

着要与他合影。如今，白雪松穿梭在碑林中

间，不少游客都能认出他，靠直播“走红”让

他始料未及。

他说：“好多人说我是‘网红’，其实碑林

才是真正的‘网红’。越来越多的关注让我

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他也开始尝试制作短视频，讲讲文物背

后的故事，还与专业团队合作，在直播或者

视频中插入一些漫画。他介绍，碑林博物馆

也在推出文创产品，希望碑林能够“活”起

来、“火”起来。

白雪松说，这些矗立千年的石碑意义不

凡，其所镌刻的不仅是恒远的文化艺术，更

是持续流淌的民族血脉。

虽然讲解时妙语连珠，但静静与石碑对

立，白雪松常常陷入沉默。金石文心，阅之

爱之。在碑林当解说员的近 10 年里，这些

碑石是白雪松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当这

么长时间的解说员并不常见，能够长久地做

这件事，还是源于我对碑林的热爱。”

在参与一档电视节目时，节目组团队为

他写了一段台词。他看后，决定自己尝试写

一版。“来到碑林，你会看到中华文脉从未断

绝，中国书法一直绵延，身为中国人的一种

自豪感是从内而外的，这也是自己能在碑林

待那么久的一个原因，待不够，也看不完！”

白雪松饱含深情地写道，心潮澎湃。

“要当好一个讲解员，一是要懂知识，二

是要能共情，有时一句话或许就能为他人打

开一扇了解文化遗产的窗子。文物既是时

间坐标，又是空间坐标，能够与它们朝夕相

处，便能穿越时空。你说，它们不值得我们

付出心血吗？”

白雪松的一句值得，已胜过万千话语。

上图为白雪松（左三）在直播。

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一年做60多场直播，介绍碑石和书法文化，“网红”讲解员白雪松——

巧用脱口秀 解说千年碑林
本报记者 原韬雄

从一块碑石讲到一段
历史，用脱口秀拉近与观
众的距离，西安碑林博物
馆一级讲解员白雪松将文
物讲解搬进直播间，激发
人们对碑石和书法文化的
兴趣。怀着对碑林的热
爱，白雪松不断更新知识
库，让解说内容有趣、丰
富、深刻。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用生动的故事
把观众吸引进来，将文化
遗产的魅力传播出去。

核心阅读■文化遗产赋彩生活R

2 月 16 日 ，江 苏

扬州市民在钟书阁广

陵店内选购、阅读书

籍，欢度假期。

施华健摄

（人民视觉）

书

香

假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