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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师曲智带着一行人，轻声走进热贡龙

树画苑，20 多名学生正拿着炭笔凝神作画。

高原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出明暗交错的

光影，空气中只有摹笔的“沙沙”声作响。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镇

吾屯下庄村的龙树画苑，已成为近千名唐卡

画师的创作空间。以唐卡为代表，当地整合

堆绣、泥塑、雕刻等热贡艺术产品，孵化出许

多家画苑，带动众多人口从事相关行业，走出

了一条深挖特色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路径。

工艺传承，保护中更精进

热贡，藏语里是“金色的河谷”之意。热

贡艺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西宁往东折向南行，沿途与黄河作伴，

约 摸 一 个 多 小 时 ，便 来 到 了 黄 河 支 流 隆 务

河。在这条河谷中，滋养了千年的文化绵延

流淌，热贡艺术便是其中一张耀眼的名片。

小 伙 桑 杰 卡 来 到 龙 树 画 苑 已 9 年 。 此

刻，他正专心为唐卡的西南角上色，丝毫不觉

身后站满了观者。过了 5 分钟，局部上色完

成，桑杰卡才和众人长舒一口气。

“我们在这不仅学画，也学习修身，收获

很多。”桑杰卡以前并不了解唐卡绘画工艺，

跟着同乡好友一块来到龙树画苑，本想“凑个

热闹”，却因为热爱留了下来。

“别人还在底稿本上临摹线条时，他就能

在空白纸上勾勒出轮廓来。”曲智发觉桑杰卡

对线条、着色十分感兴趣，让他进行更系统的

学习：从画框打底、布面打磨，到度量、仪轨辅

助、金粉比例，再到着色晕染、勾线，逐渐精进

技术。

桑杰卡介绍，每一张唐卡在绘画时，背后

都有一个更大、类似于支撑架的画框，名为

“唐卓”。画布在小画框上被固定后，再用麻

绳绑成网兜状，绷紧在“唐卓”上，形成一个

“回”字形的平面空间，“这样既能使画布具有

弹性，又保证平展无褶皱。”

唐卡作品为何珍贵？“制作严格遵守传统

工艺，颜料没有成品，都是我们选取天然矿物

质或植物打磨而成。每个步骤少则一周，多

则一个多月。创作一幅完整的唐卡，单人得

花近一年时间。”桑杰卡说。

流程虽繁，却不敢省人工、减物料。“手工

制作的唐卡，时间、心力付出极多，使用了玛

瑙、朱砂、金粉等物料，成品的颜色、匀称度均

非机制品可比。尤其是经过时间沉淀，色泽

历久弥新。”曲智说。

群众增收，钱袋子更充实

随着隆务河谷里的画苑越来越多，热贡

艺术产业集群和规模化特征愈发明显。

10 年前，集唐卡设计、加工、生产、销售、

培训、宣传、展览于一体的龙树画苑建成运

行。担任总经理的完德尖措介绍，画苑一方

面广纳生源，采取“公司+文化产业基地+非

遗传承基地”的模式，累计招收学生近千人；

一方面把热贡艺术与旅游商品相结合，发展

文 旅 融 合 。 目 前 ，龙 树 画 苑 年 收 入 稳 定 在

2000 多万元。

来到龙树画苑后，桑杰卡也迎来了自己

的甜蜜生活。他与妻子朋毛吉在画苑相识，

俩人在一个画室，有时一坐就是一上午，偶尔

回头一个眼神交流，一个浅笑或点头，又继续

投入创作。

让日子更甜蜜的，还有日渐充实的“钱袋

子”。曾经，桑杰卡一家的生活靠着种 5 亩青

稞、麦地。进入画苑后，桑杰卡头一年就有

8000 元的收入。这几年，随着绘画工艺提升

以及市场行情变好，桑杰卡每年收入有 10 万

多元。

如今，桑杰卡的姐姐、姐夫都在画苑学

习。“他们虽然还没有学成出师，但每年也有

5 万元左右的补贴。只要来认真学，我们都

欢迎。”曲智介绍，以前唐卡销售渠道单一，来

学习的多为周边居民，“现在全国各地来的学

生有 800 多名。”

在画室的角落里，记者发现了正一丝不

苟作画的多杰东智。多杰东智的淳朴写在脸

上——不论见谁，总堆满笑容。他是一名聋

哑 人 ，10 年 前 来 这 拜 师 学 艺 ，前 几 年 已 出

师。多杰东智通过学画唐卡，给家庭带来更

多收入。

文旅融合，发展中更时尚

从原先的地域名称，到如今的文化品牌，

热贡艺术的创新传承之路，是当地推进文化

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缩影。

完德尖措的家族从事唐卡艺术已有 760
年，他是家族第十一代传承人。今年 40 岁的

他，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

能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双带”农村致富青

年先进个人等。

作 为 80 后 ，完 德 尖 措 不 仅 着 眼 于 精 修

画艺，更着眼于艺术推广和传承。“以前，唐

卡 的 销 售 门 路 过 窄 ，很 难 进 入 大 众 视 线 。”

完 德 尖 措 觉 得 ，“不 仅 要 吸 纳 画 师 、多 产 作

品，还要重视品牌化和市场化推广，打通销

售门路。”

借 力 文 旅 产 业 助 推 文 化 艺 术 发 展 ，是

同 仁 市 89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综 合 传 习 中

心的缩影。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文化生态

保 护 区 管 委 会 保 护 建 设 科 科 长 殷 廷 华 介

绍 ，当 地 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综 合传习中心

为辐射点位，与 356 家文化旅游企业嵌入发

展，“去年仅前 5 月，同仁市就接待游客 256
万人次，旅游收入 8.1 亿元。今年的热贡文

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已于 5 月启动，目前人次

与收入均已超过去年。”

热贡艺术，正在蝶变中更加时尚。

5 月 13 日，“热贡艺术（唐卡）北京推广中

心”在北京 798 艺术区授牌，黄南藏族自治州

委书记朱战民说：“这意味着热贡艺术有了展

览、宣传、交易及文创产品开发的平台。”

在发展中保护，在传承中精进。同仁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完麻加

说：“热贡艺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仁有

4.2 万人从事相关行业，推动形成‘家庭、村

落、高校、传习中心’多渠道传承格局。”

忙完一天的创作，画师们在院外散步。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夕阳把天空染成朱砂

色，麦秀山与隆务河款款相依。眼前的美景，

让众人萌生将其绘在唐卡上的想法，“‘风景

画唐卡’肯定受到欢迎。”众人越说兴致越高，

浑不觉天色已渐暗。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推动热贡艺术保护传承—

一笔一画 非遗“活化”
本报记者 何 勇 乔 栋

热贡艺术是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和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设特色画苑、发
展文旅产业，青海黄南藏族
自治州整合唐卡、堆绣、泥
塑、雕刻等热贡艺术产品，带
动众多人口从事相关行业，
走出了一条深挖特色资源发
展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的路径。历经岁月沉淀和传
承创新，热贡艺术正焕发出
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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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莫高窟保

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

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数十年

来，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秉持莫高精

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

拓进取，敦煌文物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是党和国家对敦煌文物事业的高度重

视，如春风化雨润敦煌，使得敦煌文物

事业有了今天的成就。

作 为 一 名 扎 根 基 层 的 文 物 工 作

者，我本就应当自觉投身于祖国的文

物事业，正视敦煌石窟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坚守初心和使命，为做好敦煌石

窟保护传承工作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同时，敦煌也塑造了、成就了我，没有

敦煌也没有我的今天。

1963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响应号召，于同年 9月 1日正

式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开始了我一生

的志向与事业。当时，敦煌研究院还叫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前辈们的感召下，

我一方面用我所学，开展石窟考古研

究；另一方面，按照组织安排，参与行政

管理。经过长时间历练，最终担任敦煌

研究院院长。

六十载春秋，一甲子岁月，在日复

日、年又年的积淀中，我深刻体悟到，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是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每一个莫高窟人必须心怀理想、脚踏

实地，抓住问题导向、注重细节，践行莫高精神，择一事、终一

生，才能成就敦煌文物事业。我也深刻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既需要青灯黄卷，也需要科学精神，坚持以研究为

基础、以法律为依据、以规划为蓝图、以人才为支撑、以永久保

护永续利用为目标的科学发展路径，才是取得成绩的关键。

同时，文物工作要与时代同行，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敦煌

研究院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坚持开门办院、守正创新，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方面做文明的交流互鉴，一方面坚持

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最终开创了敦煌模式，铸就

了敦煌质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

最大实体，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物保

护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国际。

敦煌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服务敦煌是我终生

的夙愿，千年莫高是值得奉献的地方。一生能以自己的所学从

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是我的幸运。60年来，我有幸参与、见证

并为敦煌文物事业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大家群策群

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业已真正迈上科学的保护、研究、

弘扬、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学

探索，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但敦煌文物保护利用弘

扬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是“永久”的事业。

2019年 8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莫高窟，勉励我们

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

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我还要继续

奉献、再尽绵薄之力。

我常常说，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

敦煌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以后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我

衷心希望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

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报记者王锦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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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自行车放入竖立的圆环，一个男孩坐在

车上踩动踏板来回摆荡几次，自行车竟然越

过圆环顶点，倒立绕行一圈。在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二中 1000 平方米的科技馆内，这款

360 度自行车项目引来惊叹。

开阔明亮的科技馆内设有天文航天、生

命健康等 5 个模块，涉及数学、物理、生物学、

电磁学等领域的科普内容。

济南市历城区教体局局长李新生说：“基

础教育是激发想象力的关键阶段，也是培育

创新人才的重要阶段，提高科学素养要从娃

娃抓起。”

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要在科学普及上

打好基础。历城区少年科学院与中科院老科

学家科普演讲团、山东省青少年科普专家团

合作，定期聘请专家到各中小学做科普报告，

今年以来，24 位专家到历城区 32 所中小学做

了 57 场科普报告。

“除了专家讲解，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

中，都安排了科技创新教育的普惠课程。”历

城二中科技教研组组长高月锋说。

普惠课程与个性化培养不同，必须调动

更多学生的积极性，这离不开课程设计的与

时俱进。高月锋带队开发了一套智慧教学

系统，每节课都有一张任务单，学生按照系

统提示自主探究。他说：“我们还将课程与

游戏元素相结合，引导学生闯关，最后进行检

测、评价。”

如何判断学习效果？只要拿着平板电脑

从终端浏览，所有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进

度、实现效果等情况便尽收眼底。

高月锋说：“这套智慧教学系统布局到哪

里，课程就能推广到哪里，让更多孩子养成科

创思维，提高科学素质，推动科创教育均衡化

发展。”

目前，历城区已将历城二中的智慧教学

系统推广至区内 70 所学校，同时，威海实验

高中、郓城一中、菏泽万福学校、淄博一中、荣

成三中等区外学校也陆续使用，惠及 15 万名

学生。

对于兴趣浓厚的学生，只上普惠课程“吃

不饱”怎么办？在历城二中，社团课程和竞赛

课程可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从科技馆上

楼，6000 平方米的创客中心是学生们想象力

迸发的舞台，现在也已经面向全区开放。

今年，历城区少年科学院组织了 15 次科

技研学活动，17 所学校的 500 多名学生在创

客中心和企业科普基地实地训练。

山东济南历城区推动科创教育均衡发展——

让孩子们的想象力竞相迸发
本报记者 肖家鑫 王 沛

本报西安 7月 10日电 （记者龚仕建、张丹华）在近日举

行的“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启动仪式上，陕西

省文物局发布了陕西黄河流域旧石器时期考古发掘研究的最

新成果。

据介绍，2021—2022 年，在南洛河流域首次通过考古发

掘揭露出厚达 24 米的地层堆积物，发现了距今 110 万至 3 万

年左右长达百万年、基本连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2019—2023
年，在黄河沿岸及黄河支流无定河、北洛河等流域以及秦岭北

麓新发现 150 余处旧石器遗址，多样化的石器技术面貌，展现

了距今 70 多万至 1 万年前后古人类的活动画卷；2022—2023
年，在渭北石川河流域首次发现旧石器遗址，将古人类在该地

区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约 60 万年前。“上述新发现，为黄河

流域远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该地区古人

类石器制作技术表现出的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显著特点，更

加有力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不间断的人类发展史。”陕西省文

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说。

黄河流域发现百万年连续古人类文化遗存

本报北京 7月 10日电 （任姗姗、孔繁洁）由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觉醒年代》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

演，由此揭幕 2023 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玉兰绽香”演出季。

至今年 12 月，舞台剧《觉醒年代》、大型话剧《英雄儿女》、舞台

剧《骆驼祥子》以及编译剧目《钉耙骑士》《12 个人》等 8 部“上

话出品”剧目，将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喜剧

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

据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曾于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

分别在京推出“玉兰绽香”演出季。今年“玉兰绽香”演出季迎

来第十年，精选的 8 部作品囊括大型原创话剧、翻译作品、前

沿小剧场话剧等不同形式，展现了海派话剧的风格。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携 8部剧赴京演出

本报太原 7月 10日电 （记者付明丽）近日，大型原创民

族歌剧《小老杨》在山西太原首演。该剧讲述了右玉人民矢志

不移把沙漠荒山变成塞上绿洲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迎难

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山西是民族歌剧重要发源地之一，曾经推出过《刘胡兰》

《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民族歌剧。

《小老杨》将山西民歌、戏曲等元素吸纳到歌剧唱段之中，让观

众感受到浓浓的“山西味儿”。该剧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指

导，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筹备组、朔

州市委市政府、右玉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

原创民族歌剧《小老杨》首演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龙树画苑学徒在聚精会神地创作。 马可欣摄

暑假来临，许多家长带着

孩子来到博物馆、美术馆等“第

二课堂”学习知识。图为市民

们在湖南省长沙市一家美术馆

内观看皮影戏表演。

李 健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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