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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根废木被扔进货车，莫万强

的老屋仅剩几面旧砖墙。“旧墙为啥不拆？不

能大拆大建，得修旧如旧，老房子才好派上大

用场。”莫万强说。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

洪江村，像莫万强家这样的老房子有上百栋，

大多年久失修，十分破败。村子地处深山、位

置偏远，曾是空心村、贫困村。

改变始于 2016 年，在时任驻村第一书记

马丽华带领下，洪江村走出一条“唤醒山水，

激活老屋，打造艺术村落”的路子，给老屋拍

照，展示给外地的艺术家，吸引艺术家前来参

观采风。

同年，来自北京的 12 名艺术家来到洪江

村，通过“认养”修缮等方式同村民签约、改造

老屋，不到一年便签订 52 份合同。

2020 年，荔波县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施方案》，在洪江村开展

试点。“经过摸底梳理，全村共有闲置宅基地、

废弃空闲地 304 亩，老旧房屋 114 栋。”洪江村

驻村干部韦永俊介绍，目前已有 108 名艺术

家与村民签约，通过对梁、墙、砖等进行改造，

一栋栋老屋被打造成“土语南屋”“雁西书院”

“拉岜公社”等艺术工作坊。

如今，群山环抱的坝子间，曲折蜿蜒的乡

道旁，一栋栋老房变新居，极富艺术韵味。

“艺术创作离不开自然，更离不开乡土，

洪江村是一份惊喜。”2018 年，雕塑艺术家李

庆文入驻洪江村，多年来投入 30 多万元进行

老屋改造。

“艺术展览、文化论坛等活动走进村里，

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来。”在韦永俊看来，洪江

村正在蜕变成艺术村，文旅融合潜力无限：

“我们还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契机，基层党

建为引领，探索设立‘艺术家联户长’制度，为

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2022 年，洪江村获得全国中小学生校外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授牌。每逢节假日，不少

省内外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平均一天接待约

260 人。

“2015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

集 体 经 济 只 有 5 万 元 。 自 打 端 起 艺 术‘ 饭

碗’，2021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10115 元，

集体经济达 163 万元，‘空心村’成了‘艺术

村’。”韦永俊说，目前村里还办起 5 家农家

乐、9 家民宿，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贵州荔波县洪江村

大山深处 老屋新生
本报记者 苏 滨

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使用经过澄

洗的细泥作为原料加工烧制而成，有着质地细

腻、发墨而不损毫等特点，尤以山西绛州澄泥砚

为主要代表。2008 年，“砚台制作技艺（澄泥砚

制 作 技 艺）”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录。

绛州澄泥砚传承人 90 后小伙蔺霄麟，大胆

创新设计思路，通过调整窑温及窑内氛围，使澄

泥砚的颜色从原来的 3 种增加到 8 种。为了拓

宽销售渠道，蔺霄麟还开设了网店，通过网络直

播，让澄泥砚获得更多关注。

左图为蔺霄麟在工作室进行网络直播。

上图为蔺霄麟在制作澄泥砚。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杨晨光摄

精雕细琢

泥砚生花

看完下午场电影，到附近吃个简餐，再回

到影厅继续看晚场的影片，自 2016 年起，张

芙在北京中间艺术区度过了很多个这样的周

末。“这里的音响效果特别好，服务也很贴心，

我住在望京，虽然家附近也有影院、剧场，但

还是喜欢来这里。”张芙说。

从市中心驱车一路向西，来到接近北京

西五环的海淀区杏石口路地区，可以看到一

片造型现代简约的灰色建筑，这就是由剧场、

影院、美术馆、书店、艺术家工作室等组成的

艺术街区——北京中间艺术区。从这里向西

望去，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

在北京，大部分剧院、艺术区都位于交通

便捷、距离城区中心较近的位置，占据地理优

势。而中间艺术区尽管远离闹市、位置偏远，

却以独具特色的艺术活动、高水平的作品质

量和服务水准，成为北京文化活动新地标。

普及艺术，丰富居民生活

张玲喜欢看演出，不出差的时候，她几乎

每个周末都泡在剧场，是各个剧场的常客。

2012 年 ，张 玲 从 西 三 环 搬 到 了 现 在 住 的 地

方，环境更安静了，想满足爱好却变难了。

那时，中间影院和中间剧场尚未建成，周

围也没有其他的影院和剧院，想看电影和演

出，就要跑很远。改变发生在 2013 年。中间

剧场开始试营业。最初，为了让更多周边居

民走进剧场，中间剧场在海淀区政府、北京文

创资金的支持下，推出了最低 50 元、最高不

超过 180 元的惠民票。渐渐地，走进剧场的

观众多了起来，来到中间剧场演出的作品也

更加多样。人们不仅能在这里看到话剧、古

典乐、现代舞、儿童剧等演出，还能够欣赏剧

场与影院跨界推出的“高雅艺术舞台影像放

映”，参与艺术沙龙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我希

望让更多人走进中间艺术区，通过我们的努

力培养观众，也让他们带动自己的亲人、朋友

感受艺术。”北京中间印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云说。

一年后，拥有 5 个放映厅和一个艺术影

厅、能够容纳 615 名观众的中间影院开业。

在这里，观众既能看到院线热映的商业影片，

又能欣赏优秀艺术片、纪录片等作品，还可以

体验露天电影放映、胶片工作坊、艺术讲座等

活动。2015 年 4 月，中间影院首次加入北京

国际电影节，如今已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重要放映场地之一，每年北京电影节期间，都

有不少影迷来到这家“找起来有些费劲，可是

观影氛围极佳”的影院。

探索特色，举办科技艺术节

场灯转暗，舞台亮起，去年 10 月的一个

周日，中间剧场迎来了一群特别的演员。12
名来自北京 5 所中学的高中生带来两部自编

自导自演的短剧，探讨科技与人文、理想和现

实、当下和未来。

这是 2022 年第五届中间剧场科技艺术

节特别策划单元“新月萌芽计划”的作品展

示现场。学习剧本创作，参加专业编剧、导

演主讲的工作坊，了解舞台视觉、音响、灯光

等专业知识……从盛夏到金秋，3 个多月的

时间里，这些热爱戏剧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

来 到 中 间 剧 场 ，从 零 开 始 体 验 全 流 程 戏 剧

创作。

从 2018 年至今，连续举办了 5 年的科技

艺术节已成为中间艺术区的一项品牌活动。

以科技与艺术为主题的艺术节并不多见，杨

云说，这是中间艺术区发挥所在地区优势、确

立自身特色的一种尝试。“海淀区科技创新活

跃，同时不断探索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我们希

望通过科技艺术节吸引周边的高科技从业者

和高校师生来到中间艺术区。”杨云说。

动态 LED、机械臂、激光表演、VR 体验、

声音剧场、多媒体戏剧……在科技艺术节的

舞台上，能见到许多前卫新颖的技术运用，除

此之外，编程机器人工作坊、主题展览、沙龙、

讲座、戏剧影像放映等活动也给观众带来了

一站式艺术体验。“希望观众可以在一趟观剧

出行中，延长剧场停留时间，尽可能多的接触

各种艺术形式，从而弥补剧场地理位置较远

的劣势，让大家愿意来、不白来。”杨云表示。

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赋予了中间艺术区

与众不同的气质。家住北五环外的剧作家李

静也是这里的常客。在她看来，中间艺术区

独具魅力，当前，科技对人的影响深入生活的

方方面面，通过艺术的方式回应种种变化，体

现着艺术从业者对现实的观照和思考。

用心服务，让艺术更好
亲近观众

走入中间美术馆的展厅，常能看到许多

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共处一室，古老与现代，

传统与前卫，碰撞出别样新意。除了专业性

较强的展览，观众还能在这里参加绘画、摄影

等艺术普及活动。

在中间艺术区，文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

常有常新。去年 8 月，持续一周的第十届北

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影视京城”系列主题活动

在中间艺术区开展，露天放映了 4 部电影，吸

引了许多观众。建筑外墙上挂起一面巨大的

幕布，市民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在中间艺术区

文 化 广 场 层 叠 的 台 阶 上 坐 下 ，欣 赏 露 天 电

影。自 2014 年开业伊始，中间影院便携手海

淀区四季青镇政府文化服务中心，在每年 5
月到 10 月开展文化惠民免费露天电影放映

活动，累计放映数百场，成为中间影院面向大

众的固定公益项目，为人们带去美好记忆。

让艺术更好地亲近观众，是中间艺术区

一直的希望和努力。播放影片的背景和花

絮、介绍艺术区的各种特色活动、提示观众注

意观演礼仪……为了观众有更好的观影体

验，中间影院在电影节、艺术电影及戏剧影像

放映开始前都设置了导赏环节。“导赏是和观

众交流的过程，每次都有很多话题想和大家

聊，大家也会通过介绍了解更多好作品。”杨

云说，除了邀请专业嘉宾，更多时候，导赏都

是员工自己动手。查资料、写讲稿，每次只有

5 分钟的导赏，做的笔记能写满三四页纸。

除了独具特色的活动，中间艺术区的硬

件设施和贴心服务也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

剧场的观众席间距宽敞，颈靠和腰靠舒服，长

时间看戏不会太累；有时两场电影连映，中间

间隔时间很短，影院会提供提前点餐服务；放

映结束时间晚了，还会为观众提供到地铁站

的班车……张玲说：“在中间剧场的会员群

里，工作人员发布消息和回复信息都很及时，

服务用心亲切，我经常来看戏、看电影，和这

里的员工们就像朋友一样。”

“对观众多好，都不过分。”这是杨云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和中间艺术区一道成长

的许多年里，杨云和团队成员坚持做好内容

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杨云说：“只要还有观

众愿意支持我们，我们就会持续做下去，相信

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艺术体验。”

上图为北京中间艺术区。

陈书疆摄（影像中国）

位置远离闹市，活动颇具特色

在北京五环外，走进艺术“中间”
本报记者 曹雪盟

在北京西五环外，有片
由剧场、影院、美术馆、书店
等组成的中间艺术区。在这
里，文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
常有常新；艺术与科技跨界
的科技艺术节独具特色；戏
剧 、展 览 等 艺 术 体 验 丰 富 。
虽然远离闹市，中间艺术区
仍收获不少粉丝，成为北京
文化活动新地标。

核心阅读

■艺术为城市添彩R

2 月 15 日，“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

四大发现展”开幕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举行。展览共分为“殷墟甲骨”“居延汉

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个专题，集

中展示了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敦煌遗书，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汉简，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

物文献共计 249 种、382 件。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古文

献的“四大发现”。本次展览首次将分藏

于各处的珍贵文物文献汇聚一堂，是迄

今为止“四大发现”主题相关文物文献最

大规模的展览。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2017 年，甲骨文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国家图书馆（国

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 35651 件，约占

存世总量的 1/4，是世界上甲骨藏量最多

的单位，其中有字甲骨 34783 片。

“殷墟甲骨”专题位于国家典籍博物

馆第五展厅，通过甲骨实物展示、考古发

掘资料图片、相关研究成果集锦等，探寻

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突出甲骨文在中

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

意义。

亮点展品包括记载商王田猎，猎获

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 2174，上面

的“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

短尾等外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国

家图书馆所藏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

多的甲骨 5405，长 43.5 厘米，宽 24 厘米，

共 218 字，内容为向殷先公和山神祭祀；

甲骨 5509 记录了商代日食，是世界上最

早的日食记载之一。

展览结合互动技术，通过多样化的

创新设计进行场景复原，设置了“立体画

卷”“姓属林”等，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

居延汉简是汉代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大部分是汉

代边塞屯戍档案文书，一小部分为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简

文内容展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工作生活面貌。

“居延汉简”专题位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六展厅，展厅中

设计了还原居延地貌的微缩场景，装饰采用了汉代画像砖、画

像石、壁画与简牍等元素，观众置身其中仿佛能够感受到恢弘

壮阔、苍凉无际的边塞风光，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触控大屏，查

询了解居延地区考古调查与简牍出土等信息。

敦煌遗书指的是 1900 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 4 世纪

至 11 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少量印本、拓本文献，总数 6 万余

号，展示了中古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

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 16579 号，写卷总长度为世界

各大馆藏之首。

“敦煌遗书”专题位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七展厅，由“世界

的敦煌”及“敦煌的世界”两部分组成。展览第一部分讲述敦

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经历，回顾敦煌遗书在全世界的保护、整

理与研究概况。第二部分则重点展现敦煌遗书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隋唐时期、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内容，简要介绍

了敦煌遗书在佛教、道教、摩尼教以及所涉及的四部典籍、社

会文书、民间信仰等方面的表现。此外，本次展览特别整理了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中国纸质古籍的大部分装帧形式都能

在敦煌遗书中找到样本或雏形，观众可以在这里一览卷轴装、

梵夹装、经折装、缝缀装等不同装帧形式。

为了全方位展现长卷，展览采用了大量长通柜，尽可能让

观众看到展品全貌。为增进互动，展厅还设置了投影旋钮书

架，将投影与实体书架相结合，转动旋钮即可获得仿真的翻书

体验。

明清档案是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发展史的多方位记载。“明

清档案”专题位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八展厅，分为“秘档寻踪”

“珍档集萃”两部分。“秘档寻踪”主要介绍明清档案的重要组

成部分内阁大库档案。“珍档集萃”从政令文书、古代舆图、宫

廷生活、史册典籍 4 个专题出发，精选不同类型的珍贵档案进

行集中展示。展览还通过大幅墙面投影的形式展示巨大尺幅

的舆图、金榜，营造生动的视觉效果。

上图为观众在“殷墟甲骨”专题展厅参观。

蒋启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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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2月 16日电 （记者付文）近日，记者从甘肃省

教育厅获悉：今年，甘肃省将为农村中小学建设 900 套教师周

转宿舍、400 个食堂、250 个厕所；在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区义务

教育中小学，增补学位 2 万个。

据介绍，甘肃省政府 2022 年将“建宿舍增学位扩食堂改

厕所”列为当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共建成 925 套农村中小学教

师周转宿舍、605 个食堂，改造 261 个非卫生厕所，增补学位

25722 个。

今年，甘肃省统筹安排 6.5 亿元资金用于项目实施。当地

要求，按照“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使用好建设资金，确保

资金专款专用；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进度，切实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甘肃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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