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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的剧集《繁

花》受到观众喜爱，与此同

时，电视剧也带动了取景

地上海的文旅消费。作为

剧中故事的发生地之一，

位于上海市南京东路的和

平饭店再次走红。很多游

客都是看了电视剧后慕名

而来，和平饭店门前挂起

剧照供游客合影打卡，推

出的与《繁花》联名的定制

餐也供不应求。

剧集实现“出圈”，城市

也收获热度。近年来，因影

视作品热播带动地方旅游，

已经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趋势。热播剧《去有风的

地方》，90%的外景在云南

大理拍摄。该剧播出后的

兔年春节假期，大理共接待

游客 423.93 万人次，同比

增 加 219%。 2023 年 春 节

档电影《满江红》上映，拍摄

地山西太原古县城在元宵

花灯会期间，18 天接待游

客 68万人次。2023年暑期档电影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城墙迎

来客流高峰，与之相关的暑期研学

线路备受欢迎……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旅游出行的愿望和需求日益

增强，优质影视剧展现的地方风

景和人文风情，往往能够激起观

众的憧憬和向往，由此拉

动“ 影 视 + 旅 游 ”消 费 增

长 。 优 质 影 视 剧 给 拍 摄

地 带 来 的 文 旅 增 长 点 越

来越凸显，经济效益越来

越好。与此同时，高热度

也 助 推 当 地 进 一 步 挖 掘

文化资源，文化成色越来

越足，成为经济社会和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增 长

点 。 影 视 与 旅 游 互 惠 互

利、双向奔赴，让“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效果凸显。

当然，也要看到，“影

视+旅游”的模式也存在一

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

的旅游消费只能在影视剧

上映、播出期间保持热度，

“网红”难“长红”；一些地

方盲目模仿其他旅游景点

的经营模式，产品存在同

质化……这些问题，都需

要各地文旅部门和经营者

多花心思、多下功夫，才能

将“影视+旅游”的蛋糕做

大做好。

长远来看，“影视+旅

游”是文旅发展的大趋势，

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作品，将成

为开发相关旅游资源的富矿；经

营有道的旅游产品，也将为影视

作品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文旅互动，如何将两个源

头都做得更好，是这项事业发展

的关键，也是这项事业值得期待

的美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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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1 月 10 日电 （记

者马跃峰、苏滨）日前，《贵州红色

文化资源调查、整理与利用研究》

报告发布，针对当前贵州红色文

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存在的六大问

题，提出 5 项具体工作建议。

为高质量保护和利用红色资

源，2022 年下半年，贵州省文化

和旅游厅、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贵州省文物局联合成立课题研究

小组，启动红色资源的整理、调查

与利用研究专项课题研究工作。

历时一年半时间，课题组在对红

色文化资源、革命文物、长征文物

等概念进行系统区分的基础上，

总结重要的相关资源普查和调查

情况，梳理贵州省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中涉及的红色革命文物资源

等，全面系统研究红色文化资源

的数量、分布、级别以及保存状

况、保护利用现状和存在的困难

问题，并提出科学保护、有效利用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对策建议。

包括每 10 年开展一次专项调查

以 保 证 登 录 和 监 测 数 据 动 态 更

新，依法行使保护主体主责、分类

分级履行管理责任等。

贵州发布红色文化资源调查、整理与利用研究报告

2023 年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文物

科技工作会议颁奖环节上，来自陕西省咸

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师杨景龙收

获了一枚奖牌——“全国技术能手”。

最初得知自己获得由国家文物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

主办的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壁画彩

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一等奖时，杨景龙很激

动：“这是对我长期在基层一线从事文物修

复工作的肯定。”

“一器一物，盛天下之美；一轴一卷，数

千载风流。”每每修复完一件文物，杨景龙

总感叹不已。在他眼里，每一件文物都弥

足珍贵，支撑起每一名文物修复者的光荣

梦想。

现代文物修复，需要
综合多学科知识

在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库房，保存着

245 幅珍贵的高等级秦汉唐壁画，约 340 平

方米。“这些壁画对研究历史、艺术和当时社

会生活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杨景龙说。

唐代出行的仪仗队是怎样的规模，使

用何种仪仗？在唐墓壁画未发现之前，这

些都是未解之谜。

进入杨景龙的修复室，时间仿佛慢了

下来。看着一件件躺在修复桌上的文物，

望着墙壁上泛黄的壁画线描图，仿佛时光

倒流，回眸千年岁月。

唐墓壁画的内容丰富，有歌舞、游戏等

各种场景。用笔或奔放泼辣、或飘若浮云，

用色或简洁明快、或细腻精致。人物造型

形神兼具，栩栩如生。

在修复室，近 50 平方米的房间，四周

墙面上挂满了各种壁画的线描图、病害图，

地上静置着不同时期的待修文物，实验台

上摆放着各种试剂和仪器设备，修复桌上

手术刀、油画刀、竹签等工具一应俱全。

“文物修复需要万分细心，一毫一厘地

清理、加固、补配、全色，同样的动作需要重

复无数遍。”杨景龙说，“这不是简单的技术

活，现代文物修复需要多学科的知识。”

考古、历史、物理、化学、美术、环境气

候、地质、气象、计算机等，样样都要学；古

人的制作工艺及材料、考古发掘现场情况、

出土时的环境、地质情况、后期保存的环境

及管理，样样都要懂。“真想做好这项工作，

必须具备全才的能力，才能为文物延年，并

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杨景龙说。

匠心修补，古老文物
焕发活力

“我的父亲是木匠，我从小跟着他帮

忙，拉锯子、推刨子、钉钉子。”杨景龙回忆，

这些工作练就了眼力和手上功夫，也让他

对手工艺产生了兴趣。

上大学时，杨景龙就读于西北大学文

物保护技术专业，从此与文物结下了不解

之缘。1997 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职于咸阳

市文物保护中心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迄今已有 20 多年。

多年的专业训练，让杨景龙有了一双

巧手。一个四象陶质彩绘罐文物，交到他

手中时是一堆碎片，还有缺失，看不出原

件。方案设计、技术路线、实验、拼对、粘

接、补配、做旧、封护，耗时 8 个月，这件文

物在“指尖”重获新生，走进大众视野。

1978 年揭取的昭陵陪葬墓段简璧墓

壁画，就地保存在昭陵博物馆。2002 年杨

景 龙 团 队 打 开 夹 板 ，进 行 第 一 次 保 护 修

复。最初拿到壁画时，仕女图部分已碎裂，

散落粘连在桃胶布上。通过查阅考古资料

和研究资料，团队历时两年之久，将 283 块

壁画残块一片片拼成一幅“执扇仕女图”。

在一次次修复工作中，看到一件件文

物在自己手中重新焕发活力，杨景龙对从

事文物修复的认知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从

一份职业，到一份意义非凡的事业。

“文物修复是继承前人的智慧，将几千

年文明的风采展示给现代人。”杨景龙说，

“文物活起来，首先得‘站’起来。经过我们

的手，这些古老的文物重新焕发活力，走进

展厅、走近大众。”

传承技艺，让年轻人
爱上文物修复

现在，杨景龙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要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者。

晚上，杨景龙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

深夜；周末，办公楼里经常能见到他的身

影。街坊邻居见到他常问上一句，又加班

了，整天忙啥呢？他只是哈哈一笑。

当耗时 5年、几易其稿，利用业余时间完

成的学术专著《唐墓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报

告》印刷出版的那一刻，杨景龙松了一口气。

这是咸阳市第一部文物科技保护修复

专著，系统介绍了唐墓壁画的科技保护修

复以及在新工艺、新材料、新做法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同时对壁画彩绘颜料的保存环

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壁画彩绘颜料

的保存开辟了新思路。

“颜色是壁画的精华，也是壁画的关键

部分。”杨景龙介绍，书中记录的非接触文

物颜色测量系统，可以在第一时间测量、记

录壁画的色彩，使色彩数据化，从而制订全

面、科学的文物色彩保护方案。若干年后，

即使文物实物的色彩随着时间和环境发生

了改变，还可以根据当时准确测量的数据，

还原文物最初的色彩。

陕西省文博资源丰富。前不久，陕西

省财政厅、省文物局联合印发《财政支持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提出了 24 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重点支

持青铜器、彩绘陶器、壁画、丝绸、漆木器、

书画、古籍善本等文物修复保护工作”。

该措施还提出，要强化队伍建设，支持

实施文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我今年 50
岁，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做好‘传帮带’。”

杨景龙说，“作为咸阳师范学院的兼职教

授，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堂课都能给孩子们

带来知识，让年轻人爱上文物修复，切实担

当起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重任，树立起为

文物保护事业奋斗的目标。”

上图为杨景龙在修复文物。

咸阳市文保中心供图

陕西咸阳市文保中心修复师杨景龙——

指尖生花，为文物延年
本报记者 张丹华

今年 50岁的杨景龙是陕西咸阳
市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师，从事
文物修复工作20多年，获得全国文物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壁画彩塑文物修复
师项目一等奖。在他眼里，每一件文物
都弥足珍贵，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
更多文物重焕活力。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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