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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文化体育中心内灯火通明，伴随动感的音乐，舞

蹈室的学员们跟着老师练习基本动作。国画、书法、网球、街

舞……为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让更多人享受

城市夜间的公共文化服务，洛龙区开办市民艺术夜校，面向市

民招生。

走进艺术夜校书画室内，书法初级班正在上课，在讲解了

书法入门的要点后，老师带领大家体验临习技巧。另一间教

室内，学员们正学习中国舞的基本知识。学员李阿姨说，“我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所以选择了柔美的中国舞。”

现场，老师风趣幽默的讲解和耐心细致的指导让学员收获

颇丰。

为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洛龙区以文化体育中心

为载体，充分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使用效率，通过与社会机构

合作，开设市民艺术夜校。作为公益性艺术普及培训项目，夜

校针对上班族人群需求，设置多个小班课程，涵盖美术、音乐、

舞蹈、生活时尚、传统文化、体育等六大方面 20 种课程，目前

已吸引 1000 余名学员参加。99 元三个月的课程线上“秒光”，

很受群众欢迎。

洛阳市洛龙区开办市民艺术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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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江西省靖安

县广泛开展以“光影记忆

辉 煌 历 程 纪 念 建 党 100
周年”为主题的红色电影

放映活动，将《建国大业》

《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

队》《辛亥革命》等一批红

色影片送到群众家门口，

丰 富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活。

图为 7 月 6 日晚，在靖

安县清和广场，人们在观

看电影《建党伟业》。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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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回大唐，你将怎样生活？打一场

马球、饮一壶西域美酒、跳一曲胡旋舞……在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一幅幅

唐墓壁画让人们在唐风唐俗中沉浸良久。陕

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旭说：“唐墓壁画具有

较高的艺术水准，内容取材于唐人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

价值。”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唐墓壁画 641 幅，

共 1200 多平方米，是目前唐墓壁画馆藏数量

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博物馆。这些壁画的修

复保护，都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支壁画修

复团队完成。

与时间赛跑，抢救壁画

身着白大褂、头戴口罩、手捏棉签和手术

刀。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实验室内，一群人屏

息凝神，指尖缓缓移动。他们面对的不是病

人，而是一张“千岁高龄”的壁画。

杨文宗正用棉签蘸着去离子水，在壁画

上轻轻滚动，粘除壁画表面的污染物，棉签滑

过，壁画一寸寸显露真容。他是陕西历史博

物馆馆藏壁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即使已从事壁

画保护修复工作 34 年，修复过上千件文物，

他依然不敢马虎。

一幅 1 平方米的壁画，表面清理可能会

用到成百上千支棉签，而这仅仅是壁画保护

修复工作的一个步骤。杨文宗说：“出土壁画

往往有起翘、裂隙、空鼓等多种‘病症’，我们

就是对症下药的‘壁画医生’。”

考古发掘中，打开墓室的那一刻，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就开始了。“一束光、一阵风、一次

震动都可能伤害到壁画，必须快速处理。”杨

文宗说。

为了让壁画免遭侵蚀，壁画修复团队自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唐墓壁画进行异地搬

迁保护。在墓室中，先对壁画进行加固，再将

壁画进行切割揭取，其间要经过现场记录、涂

胶、敷纸、贴布、烘烤等一系列复杂程序。其

中涂胶、敷纸等工作必须一气呵成，不能中

断，在地下十几米深的墓穴中，有时一待就是

小半天。

“要么不上手，上手就要打起十二分精

神。杨老师一直这样说。”28 岁的壁画修复

师李超说。“想好了，再动手。”这句话总挂在

杨文宗嘴边。“每一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杨文宗说。

多学科融合，探索新路

云霞簇拥间，神龟仰天长啸，灵蛇蜿蜒缠

绕，这幅庄严古朴的玄武图壁画，引来参观者

的连连惊叹。它的复原便出自博物馆壁画修

复团队之手。

玄武图出土自西安市长安区的韩休墓。

“由于损坏过于严重，一开始决定只修而不复

原。一张玄武图的原始图像给了我们希望，

便决定试一试。”保护修复部副主任王佳说。

团队先对壁画整体进行电脑图像复原，

对缺失的线条进行复原性勾勒，然后将整幅

壁画分为 5 个区域，两人一组在残片中寻找

逻辑关系，一一拼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

就是这样繁琐，10 年来，生生把我这个急性

子磨成了慢性子。”王佳笑着说。

粘贴完成后，团队利用专业检测仪器分

析玄武图的颜料成分，对色彩进行科学性复

原。修复工作历时 1 年，当玄武图完整地呈

现在李超面前时，他非常感动：“你无法想象

那种感觉，它穿越时光，重新呈现在你面前。

那一刻，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团队有 20
余人，其中一半都是 90 后，不乏艺术史、考古

学、壁画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物理学、分析化

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的人才。截至目前，这支

年轻的团队已经完成了近百幅唐墓壁画的修

复工作。

壁画修复师孟元亮从海外留学归来后，

成为壁画修复团队的一员。她非常喜欢这个

年轻而有活力的团队：“在积累了一定经验

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申报或参与相关课题

的研究。”

“壁画修复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工作，

不仅要修习老手艺，更要不断探索新理念和

新技术。”杨文宗说。他指向一幅新修的壁

画，“仔细瞧，这里的线条会向下偏离几毫米，

可以区分哪里是新修的，哪里是出土时的部

分，新旧色彩也特意做了细微差别，做到‘远

看一致、近看有别’。”杨文宗解释，“老匠人追

求修复得与旧物一模一样，现在我们秉承保

持原真性、可再处理、可辨识和最小干预原

则。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让文

物在未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就体现着保护

修复理念的巨大进步。”

更亲近公众，传播文化

2015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立陕西壁画

保护修复研究基地；2018 年，馆藏壁画保护

修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

地揭牌运行……这些年，杨文宗越来越忙，经

常赴省外承担壁画修复与技术把关等工作。

近年来，壁画基地围绕壁画揭取、迁移工

艺、壁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等方面开展相关研

究工作，纳米新材料应用、砌体切割系统、颜

料光谱数据库、馆藏壁画数字化平台等不少

技术成果已在业内推广应用。

壁画基地主任路智勇说：“博物馆与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机构在专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我们还与内

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文博单位建立技术交

流、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与美术院校建立合

作研究基地。”

“原来修复一幅壁画需要这么多工序，真

不容易。”参观完壁画展厅，游客孙远朋意犹

未尽地在手机上浏览了韩休墓的虚拟壁画

展，互动式展览让她对壁画修复的理念、工

具、流程有了不少了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不少游客站在一间玻璃房前驻足观看。壁画

修复团队将工作室搬进展览馆。3 幅大型唐

韩休墓壁画的搬运工作也在紧张筹备中，它

们将被搬运至韩休墓壁画专题展馆中，以边

修复边展览的形式，让观众看到壁画的整体

修复过程。

“我们举办了虚拟展览、现场修复展示、

壁画制作工艺体验、壁画拼图等活动，所有尝

试，都是为了让公众离文物近一些，再近一

些。”路智勇说，“希望

更多人能够领略唐墓

壁画的魅力，我们也

会更加努力地帮助大

家亲近文物、感受文

化、触摸历史。”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支壁画修复团队

一寸一寸，追寻千年时光
本报记者 原韬雄

面对千年壁画，身着
白大褂、头戴口罩、手捏棉
签和手术刀……这是陕西
历史博物馆壁画修复团队
的日常。每幅壁画都是历
史瑰宝，他们以匠心做修
复，不断探索新理念和新
技术。同时，通过现场修
复展示、壁画制作工艺体
验等互动活动，让更多人
感受文化、触摸历史。

核心阅读
■文化遗产赋彩生活R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京

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统筹指导全市文

艺院团和各文化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

题文艺创作，推出百余部重点文艺作品，用文

艺凝聚力量，让好作品传递好声音，力争打造

一批重温红色革命故事、传播红色斗争精神、

记录时代前进步伐的经典作品。

近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

《香山之夜》在结束为期 1 个多月的基层巡演

后，再登首都剧场舞台，开启新一轮演出。该

剧以 1949 年 4 月 23 日晚解放军强渡长江，占

领南京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展现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

奋斗历程。自今年 3 月 25 日开启首轮演出以

来，该剧被许多单位选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剧目。“鱼儿离不开水，戏剧也离不开观众，

我们要真正走到观众中去，把鲜活的党史播

撒到观众心中，让它生根发芽。”该剧导演任

鸣说。

“聚焦重大主题题材，深耕精品创作，北

京打造统筹规划、创作组织、支持保障三大长

效机制。”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

局长王杰群说，通过机制保障确保把最新的

艺术形式和最美的艺术感受奉献给广大人民

群众。

据介绍，根据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和创

作周期，北京制定文艺创作规划，形成长短期

相结合的梯次创作格局。同时，紧抓选题，建

立重大主题创作选题台账，面向全市征集、遴

选、评定、发布涵盖各个艺术门类的重点项

目，发布实施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引导各类

文艺机构和文艺工作者关注重大题材、认领

重点选题，孵化培育主题文艺创作“金种子”。

北京建设有利于催生重大主题创作和转

化的全流程全链条支撑平台，建立创作服务

“深扎”基地，发挥北京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剧

目排练中心作用，用好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

国际图书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等展示平台和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激励平台。

另外，北京建立分类扶持机制，强化投入

方式，建立奖、补、贷、投联动机制，完善以宣

传文化引导基金、文化艺术基金等为主体的

创作扶持基金体系，坚持扶优扶强扶重大主

题文艺原创。

此外，北京还加强宣传推广，对重大主题

文艺创作按照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推力度，

精心设计宣传推介渠道和方式，针对目标受

众量身定制宣传方案，在重点时段、重要版

面、重点网站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立体式传

播，充分发挥文艺评论评奖推介引导作用，让

重大主题原创精品深入人心，实现“叫得响”

“传得开”。

在影视创作中坚持以思想立本、以真实

立心、以创新立魂，在此基础上融入年轻化表

达，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创新融合多种

表现手段，提升时代感和吸引力。

在相关机制的保障下，电视剧《觉醒年

代》等主旋律题材作品讲述接地气的好故事，

创新表达方式，得到了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

引发共鸣和热议。

北京深挖红色文化资源，支持重大主题文艺创作

让好作品叫得响、传得开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电影

《革命者》以多视角、多线索的结构勾勒

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

伟大一生。我们试图用一种新的叙事手

法重新结构李大钊的一生，在影片中采

用倒计时的方式展现他人生中最后 38
个小时的故事。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坚持“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考证

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影片中的关键情节

都基于史实，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学者也

帮助进行内容把关。此外，我还阅读了

大量关于李大钊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了解了李大钊更多鲜为人知的

生平细节，也一次次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如何拉近影片与当下观众的距离，

是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李大钊在

30 岁出头时就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38 岁时英勇就义，我们希望体现出他的

青春热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展现一

个更加丰富立体的李大钊，表现他作为

一个人的更多面向。他是伟大的革命

者，也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不仅是

可敬的，也有脆弱的时候、困惑的时候。

通过展现人物生活化的一面，并在片中加入青春元素，《革命

者》让观众能够与之共情共鸣，更好地亲近历史人物，接受和

理解影片传递的理念和精神。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影片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化加工。

在李大钊的一生中，他遇到过许多贫苦的人，片中的徐三和庆

子就是从中提炼出来的典型形象。我想要表现出李大钊和民

众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状态，当他走进胡同里，会不会和邻居们

打招呼？当有人落难时，他会不会伸出援手？通过这些细节，

更能体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伟大的人。

对我而言，拍摄这部电影就像上了一堂中国近现代史的

课。李大钊是革命者，他所代表的那一代有志青年都是革命

者。影片的英文名是“先锋”的意思，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先

锋。这部影片的主题是“牺牲”，这些革命者们是用鲜血和生

命去铸造恢弘历史的人，他们的牺牲不是抽象的，而是鲜活

的，我们要拍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作者为电影《革命者》导演，本报记者刘阳、任姗姗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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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展现人物生活化
的一面，并在片中加入青
春元素，《革命者》让观众
能够与之共情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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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8 日电 （刘阳、康怀朔）8 日，中国电影家

协会《2021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1 中国电影艺术报

告》发布暨中国电影产业及艺术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家协

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承办。

《2021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电影行

业复业以来市场恢复好于预期，行业信心恢复较快。行业发

展有如下亮点：投资不离场、人才不离场、观众不离场，并且凝

聚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中国电影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时期，长

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2021 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指出，2020 年度中国电影创作

题材类型丰富多样。2020 年中国电影导演创作呈现出了以

下的特点：主流电影的类型创作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历

史题材影片的呈现视角更加多元化；关注社会现实主题的影

片增多等。

中国电影产业及艺术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 7月 8日电 （记者王珏）6 日，中国文联理论研

究室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召开《2020 中国艺

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会。年度报告新增文艺志愿服务分报

告，展现文艺界在助力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高品质发展方面所

做的努力。

据悉，《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文联的重大出版项目

和重要品牌工程，已连续出版 9 年，旨在从宏观上盘点中国艺

术行业年度发展状况，研究年度艺术发展思潮，分析年度重要

艺术现象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判下一个年度艺术发展趋势

并提出相关建议。

《2020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