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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被称为中国

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代代相传的编

织图案浓缩着独特的审美与记忆——这

是古老的海南黎锦。

登上多个国际时装周，融合创意设

计的礼服、手包等文创产品热卖，通过

“非遗技艺进校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传

承人——这又是年轻的海南黎锦。

跨越千年之美，成为永不过时的潮

流。古老黎锦，织出新锦绣。黎锦的时

代创新首先源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极具海南岛特色，纺纱、织布原料取

自海南特有的吉贝棉，天然染料源自热

带雨林的植被资源。“一幅黎锦就是一个

故事”，千百年来，勤劳聪慧的黎族妇女，从捻一根线开始纺出

灿若云霞的黎锦，将对自然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期许都编织进

丰富变化的几何图样里，穿戴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媒体平

台上，头巾上的图案源自祖母传下来的纹样，筒裙的配色由妈

妈亲手挑选，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晒”出这样的美。独特的

文化价值，是黎锦的魅力所在，也是传承的根基。

黎锦焕发时代光彩，离不开日益健全的保护发展机制。

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黎锦曾经是活在日常需求中的

技艺，随着岁月流转，成了一门需要传承保护的艺术，面临谁

来传承、谁来设计、谁来推广等现实问题。对此，海南省制定

了一系列举措，加强黎锦的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如完善省级黎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加强对黎锦传承

人的认定与管理，鼓励社会化力量组织开展符合市场消费需

求的黎锦创意设计培训等，不仅克服了黎锦传承一度面临的

后继乏人难题，还为传承搭建平台、做大品牌、注入活力。

古老黎锦融入现代生活，时尚化、潮流化、年轻化的设计

是关键一环。如果说以往传承下来的黎锦主要看中的是实用

功能，那么今天能传播开来的黎锦则更凸显文化创意属性。

充分认识并挖掘黎锦的文化符号价值，形成一套包括阐释、传

播、展示、品牌塑造等在内的完整链条，是黎锦提升整体形象

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黎锦已经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

黎锦在多个国际时装周上的亮相，让人看到传统与时尚结合

的广阔空间。通过举办黎锦文创设计大赛等，扶持黎锦产品

开发、生产工艺创新及包装设计，市场上涌现出不少兼具美观

性和实用性的黎锦文创产品。下一步，还要在充分调研消费

者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以黎锦为核心元素进行的设计创作，丰

富产品体系，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美誉度。

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文

旅融合的结合点、产业发展的新动力。碧水蓝天，椰风海韵，

期待走过千年的海南黎锦，不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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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本报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冯华、吴月辉）记者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2021 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在火星乌托

邦平原南部，首次在火星留下中国印记，迄今已在火星表面工

作 356 个火星日，“祝融号”火星车行驶总里程 1921 米。环绕器

自发射以来已飞行 661 天，自进入环火轨道以来，持续开展遥

感探测。目前，两器状态良好，累计获取并传回原始科学数据

约 940GB。科学家团队正在开展数据分析、解译和研究。

专家介绍，当前，“祝融号”火星车巡视区进入冬季，白天

最高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以下，夜间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100 摄氏度，并且沙尘天气频发。受太阳照射角逐步降低和

局部沙尘天气影响，“祝融号”火星车能源获取能力逐步降低，

保温消耗逐步增大。为应对这种恶劣环境，按照设计方案，火

星车将转入冬季模式运行。

此外，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该中心

刘洋研究员团队基于“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红外光谱和

导航地形相机数据，在着陆区发现了岩化的板状硬壳层，通过

分析光谱数据发现，这些类似沉积岩的板状硬壳层富含含水

硫酸盐等矿物。研究团队推断，这些富含硫酸盐的硬壳层可

能是由地下水涌溢，或者毛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矿物胶

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这也标志着“祝融号”实现

了国际上首次利用巡视器上的短波红外光谱仪在火星原位探

测到含水矿物。“‘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

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

来载人火星探测的原位资源利用。”刘洋说。这一发现对理解

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成果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进展》上。

“祝融号”行驶总里程 1921米
发现火星水活动迹象

本报贵阳 5月 15日电 （记者苏滨）近日，贵州省教育厅

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 12 家省直单位印

发《贵州省“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4%，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达到 85%，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60%；全省

50%左右的县（市、区）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认定，每个

市（州）创建 1 所及以上一类省级示范幼儿园，每个县（市、区）

创建 1 所及以上省级示范幼儿园，每个乡（镇）建成 1 个及以上

农村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资源中心。

“十四五”期间，贵州继续实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着力补齐学前教育短板，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提高普及普惠水平，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加快建设特色教育

强省，助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贵州实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计划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试点推

行包干制、允许试点单位设置奖励经费……

广东日前出台《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

经 费 使 用 管 理 的 实 施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

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

力度、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创新财政科

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方式等方面推出 26 条措

施，多个改革举措直击目前科研经费使用与

管理中的痛点。

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措

施旨在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鼓励多出高

质量科技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出更大贡献，支撑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

省建设。

相比复杂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经费报销流

程，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独特规律，但常常受困

于庞杂的名目和繁琐的流程。科研经费怎么

用、如何用得好，一直是困扰各方的难题。《意

见》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入手，探

索为科研人员减负、放权。

例如，在预算编制阶段，《意见》进一步精

简了预算科目，科研项目直接费用预算科目

统一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直接人力资源成

本费三大类。直接费用中除 50 万元以上的

设备费外，其他费用可只提供基本测算说明，

不需提供明细。

同时，在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下

放项目预算调剂权。设备费和间接费用均由

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实际需要自主调剂，间接

费用可在核定比例范围内调增、调减。

推进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同样列入此次

改革。《意见》明确，在人才类、基础研究类、软

科学研究类等定额资助的科研项目中推行经

费包干制试点，实行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管

理，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

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等也可纳入包干；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由其

主办的会议等，对确需负担的城市间交通费、

国际旅费，允许在业务费中列支。

如何将科研人员从“挣钱”的压力中解放

出来？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很关键。《意

见》着力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科研人员

的激励空间。

以包含绩效支出在内的间接费用为例，

《意见》明确，提高间接费用比例，不再分级

设定比例，按照不超 过 直 接 费 用 扣 除 设 备

费 后 的 30% 核 定 ，对 数 学 等 纯 理 论 基 础 研

究 项 目 ，间 接 费 用 比 例 进 一 步 提 高 到不超

过 60%。

广东还将实施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

励经费试点。在省属科研机构中，允许试点

单位从财政安排用于稳定支持科研项目的经

费中提取不超过 20%作为奖励经费，激发科

研人员创新活力。

此外，为加大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激励力

度，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企业，《意见》提

出，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对职务科技成

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

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复杂繁琐的报销流程让人头疼，如何在

报销方面为科研人员减负，简化财务管理？

《意见》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为指导原

则，明确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改进财

务报销管理方式。《意见》要求，项目承担单位

要确保每个科研项目配有相对固定的科研财

务助理，鼓励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的方式充实

科研财务助理队伍。

在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上，《意

见》明确，有关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

少过程检查，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健全差

异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推进监督检查数

据汇交共享和结果互认。对各类主体在科研

经费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失信情况，纳

入信用记录管理，对尽职无过错科研人员免

予问责。

扩大自主权、试点包干制……广东推出26条措施——

为科研经费使用“松绑”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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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做乐器、找谱子开始，再进行演

奏，还要做音乐考古、学术研究……这是河南

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日常。

“别的乐团就是乐团，我们的古乐团既是

乐团，也是研究所和学校。”河南博物院院长

马萧林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

已经这样坚持了 22 年。

从动手复原古乐器和
古乐曲开始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

吹笙。”华夏礼仪之邦，待客之道，哪能少了音

乐？2000 年，秉此初衷，河南博物院组建华

夏古乐团，希望以古乐曲、古乐器招待八方

来宾。

“我们想让文物‘活’起来、展览‘动’起

来 。 让 参 观 者 不 仅 能 观 看 ，还 能 够 聆 听 历

史。”马萧林说。

探索并不容易。现任华夏古乐团团长霍

锟 司 职 首 席 吟 唱 演 员 ，2002 年 加 入 古 乐 团

后，还没登台表演，先要“穷经究理”。“虽说是

‘古’乐团，可一切都要从‘新’开始。”他说，别

的乐团拿出乐器、翻开谱子就能登台表演，

“我们呢？乐器文物动不了，必须自己动手复

制、研发。曲谱散落于各种古籍，得自己查

找，有时候翻 10 多本古籍才能确定一首古

曲。寻寻觅觅找到了，还得‘翻译’宫、商、角、

徵、羽，才好上手演奏。”

一曲高歌千古意。为了确定宋词吟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谱，霍锟找来日本东

京大学图书馆的史料仔细研读；为了唱出《阳

关三叠》的苍凉、豪迈，特地到甘肃阳关遗址，

登高望远。霍锟说，古乐团演奏过的上百首

古乐曲，都是这样一点点磨出来、悟出来的。

现在，古乐团平常每天在博物院演出两场，节

假日演出 3 场，几乎场场爆满。

2013 年春节期间，华夏古乐团被选中赴

美国进行慰问演出。听闻古乐，有的华人热

泪盈眶，有的驱车上千公里，一场又一场追随

着他们的演奏。“临走时，有人给我们留了一

句话——‘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

情’。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

力，感觉付出都值得。”霍锟说。

到古籍史料里寻找和
研究创作依据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华

夏 古 乐 团 成 员 袁 佳 音 在 瑟 上 弹 完 一 曲《楚

歌》，没等掌声响起，就有人发问——“瑟在中

国早就失传了，你们怎么证明复原的这个乐

器就是瑟呢？”

谈起 2014 年到韩国国立国乐院的访问

演出，袁佳音印象深刻。“还好早有准备。播

放 PPT，从古籍、壁画、出土文物，到瑟弦、瑟

码、瑟身，我们把复原、复制古瑟的依据和过

程，里里外外给观众讲了个遍。”

“只会演奏可不中！还得讲出道理来，人

家才服气。”袁佳音几乎参与了华夏古乐团的

历次出国展演。“古乐器、古乐曲本来就容易

引来大家的兴趣和疑问。”袁佳音说，如果只

会演奏，不了解源头、流变、制作和创作等相

关知识，很容易被人问住。

“博物院本身就是研究机构，古乐团自然

也不例外。我们复原、演奏的古乐器、古乐

曲，必须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马萧林说，古

乐团的每个人既是演奏者，也是研究人员，

“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学者型演奏家。”

建团伊始就加入的袁佳音，22 年来一直

弹 奏 古 瑟 。“我 原 来 学 古 筝 ，入 团 以 后 弹 古

瑟。古瑟形似古筝，看起来就多了一排琴码

和几根弦而已，但实际上手法、音色都不同，

必须从头琢磨。”古瑟失传已久，袁佳音就自

己埋头古籍，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州筝

派”的演奏技法等，一点点摸索。多年积累，

成果颇丰，袁佳音不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多篇论文，还参与编撰了专业著作。“我们不

想做一闪而过的流星。”袁佳音说，“必须埋

头苦练，埋头钻研，厚实自身，才能继续引领

潮流。”

建团以来，华夏古乐团累计复制、复原古

乐 器 30 余 种 1000 余 件 ，发 掘 、演 奏 古 曲 近

200 首，乐团演职人员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著作、光盘等 10 余部。

探索古今相融、中西合
璧的新声

95 后晏文涛 2018 年加入华夏古乐团，没

想到初来乍到，就接到了复制、吹奏博物院镇

馆之宝——贾湖骨笛的重任。

贾湖骨笛出土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

是中国最早的实物乐器，距今有 8000 年以上

的历史。“刚进来，霍团长给我一本《贾湖骨

笛》。这是博物院自己编辑的专著，足足有

400 多页。”书难啃，但晏文涛不气馁，在专家

指导下，复制出了自己的第一支骨笛。

当悠远、苍茫的声音从骨笛里传出，晏文

涛激动落泪。“这可是印在教科书上的文化瑰

宝啊！”他用自己做出的骨笛，一边努力磨炼

吹奏技艺，一边摸索古曲古调，很快成长为古

乐团的骨笛吹奏骨干，还登上央视的节目，为

观众演示骨笛吹奏技巧。

“古乐团是个大学校，年轻人在这里成长

很快。”晏文涛说，“很庆幸，加入了华夏古乐

团这个‘最强战队’。”

年轻人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也有赖

于 22 年来古乐团成员的接续努力和深厚积

淀。霍锟当选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被

评为河南省级非遗“中原诗经古乐”代表性传

承人；由歌唱转行古琴的古乐团成员罗苏理，

从读古琴谱开始摸索弹奏技巧，从挑木头、选

丝线开始，探索古琴制作技艺，是河南省级非

遗“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华夏古乐团

成立以来，累计有 6 人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培养副高以上高级演奏、科研人才 3 人，

省级非遗传承人 2 人，被评为省级音乐文物

保护与研究重点科研基地，承担国家文化科

技创新工程项目 1 项。

除了演奏古乐曲，古乐团也在尝试其他

风格。比如用古乐器演绎流行音乐、经典名

曲等，这种古今相融、中西合璧的探索也得到

许多观众的点赞。他们还将演奏视频传到

“云端”、做起网络直播，引发阵阵“古乐热”。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播，互联网慢慢成了我们

的又一块主阵地。”马萧林说，古乐团一直都

有创新的基因。

图①：贾湖骨笛。焦潇翔摄（影像中国）

图②：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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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音乐考古、学术研究，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

鼓瑟吹笙
为今人奏古音

本报记者 毕京津

在河南博物院，华夏古
乐团的演出几乎场场爆
满。22年来，古乐团专注于
复原古乐器、古乐曲，让文
物“活”起来，让观众不仅能
观看，还能够聆听历史。复
原的过程也是学习、研究的
过程。如今，乐团还尝试网
络直播，创新演绎流行音
乐、经典名曲等，奏响古乐
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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