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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旧纸泛黄且珍贵，是为‘金’；套装的镶纸崭新洁白，

是为‘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镶玉’。”在甘肃兰州职业技

术学院的古籍修复室里，何谋忠讲得细致生动，学生们听得聚

精会神。

何谋忠来自甘肃省图书馆，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心甘肃传习所的导师。2019 年，甘肃省图书馆设立“甘肃

省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传习点”，自那时

起，何谋忠就开始了在这里的讲座和授课。

不一会儿，30 多名学生中，有人拿出自己修复好的书叶，

开始了打眼穿纸捻、包角、上书皮等装帧环节。兰州职业技术

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教师马刚刚也在其中。

马刚刚是名 95 后，7 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些残卷时很受触

动：“如果通过我的手修复这些古籍，我们是不是能多一些和

古人对话的机会？”

马刚刚下定决心入了行。幸运的是，他考入兰州职业技

术学院不久，学校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书画古籍修

复方向被纳入了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在甘肃省图书馆的指

导下，古籍修复的课程和实践更加系统。

2019 年实习时，马刚刚常常是早上一碗牛肉面，小院里

面待一天。在学校的“非遗小院”里，他修完了第一本古籍。

毕业后，尽管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但为了能有机会接触

更高的修复技艺，马刚刚又回了学校。学院推荐马刚刚前往

甘肃省图书馆，先后参加了甘肃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的初级

班、提高班。

40 多天的时间里，他和来自各地的 30 多名青年古籍修复

师们切磋讨教。在这期间，他寻来一本《元亨疗马集》，上千片

的碎叶脆得掉渣，拆书、染纸、补缺、裁齐、装订……马刚刚将

其规整修复，获得了甘肃省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

变化悄然发生，何谋忠看在眼里：“以前担心学生一学期修

不完一本书，现在他们完成后，还要找来碎叶多修几本。”不久

前，他带着 30名学生前往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专业实践。

翻纸声细微入耳，糨糊味清淡绵长……在占地 350 平方

米的古籍修复室里，修复桌、白度仪、显微镜等专业设备一应

俱全，17 名修复师全神贯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吸引着前来实

践的学生们。“更专业的设备、更丰富的古籍资源让我跃跃欲

试。”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级学生安雅楠说。

得益于馆校共建，她在上学时就来到了古籍保护中心实

习。在修复一线上手后，安雅楠投入古籍修复事业的决心更足

了，最终经过层层考核选拔，毕业后她顺利入职古籍保护中心。

除了安雅楠，同专业的其他学生还入职了各级博物馆、图

书馆和文博中心，他们既是馆校共建模式的受益者，也是补缀

典册、守护文脉的实践者。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介绍，依托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借助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

基地资源，中心已经在主要院校等机构设立 8 个传习点，并共

同开展技能培训、专业实习实践、“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我

是小小古籍修复师”等活动，去年组织共 800 余人次参与古籍

修复研学活动。

下图为安雅楠在修复古籍。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

甘肃省以馆校共建方式培养
古籍修复人才

青春力量加入古籍修复
本报记者 宋朝军

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潘俊强）18日，记者从“2024
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由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4 欢乐

春节 畅享京城”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2 月 24 日（农历正

月十五）。其间，全市聚焦旅游、商务和体育赛事活动等板块，

将推出 2500 余场体现首都特色、资源优势和生肖年味的“旅

游+”活动，满足市民、游客对假日旅游的美好期待。

北京还将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政企合力，构建惠年

节、享年味、品年韵、玩冰雪 4 个板块，覆盖购年货、送年礼、吃

年饭、度年假、逛年景等多元场景，推出“年货节”“火锅节”等

特色活动，带动全市各类经营主体举办活动千余项。活动期

间，围绕竞技类、群众类、冰雪类三大系列，推出 25 个共计

1000 余场次体育赛事、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安心、贴心、放心的体育游乐环境。

北京将推出 2500余场活动迎新春

本报合肥 1月 18日电 （记者田先进）日前，安徽省文化

和旅游厅制定印发《徽剧“名师收徒传艺”活动实施方案》，这

是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继 2020 年实施地方戏曲“名师传戏”

工程后，在保护传承发展地方戏曲方面推出的又一个专项人

才培育工程。

徽剧“名师收徒传艺”活动坚持“以戏育人、以人传戏”，以

复排小戏、折子戏等为重点，2024—2026 年，每年选拔 3—5 名

名师，每名名师选择 1—2 名学徒，举办收徒仪式，签订培养协

议，传授艺术精粹，组织考核验收。计划通过 3 年努力，推出

一批徽剧优秀青年人才，复排剧目 20 个左右，名师收徒传艺

活动取得阶段成效。

安徽启动徽剧“名师收徒传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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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年画、连环画

和宣 传 画 是 国 家 版 本 馆 的 特 色 馆 藏 。“ 这

些小人书都是全套的，我小时候都翻烂了，

《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梁王》《双枪陆

文龙》《小商河》……”总书记如数家珍，“这

些小人书很有教育意义，画小人书的人功夫

也深，都是大家。”

连环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花几毛钱买一本连环画，目不转睛地读，这

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一张张泛黄微卷

的书页、一幅幅精美袖珍的图画、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故事……连环画构筑起很多人的

文化记忆。

说起连环画，就不能不提人民美术出版

社。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作品《地球的

红飘带》、拥有 73 年历史的《连环画报》……

走进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如同走进了连环画

的历史走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环画承担着教

化青少年、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等作用，人民

美术出版社可以说是因连环画而生。”人民

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周伟说。

“一本连环画，就是一段
文化史”

【镜头】连环画《水浒》第一册：弦月高

悬，风拂老树。华阴县史家村院内，王进比

划着手势，示意如何调整兵器角度。一男子

赤着上身，一招推窗望月，将三尖两刃刀斜

刺出，寒光乍现。此人唤作史进，器宇轩昂，

甚是英武。这套连环画汇集了赵宏本、王弘

力、戴敦邦、王亦秋、徐正平等 30 多位知名

画家的作品，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每册的

销售量达到 200 万册左右。

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号，到北京

朝阳区东三环南路甲 3号，人民美术出版社已

走过 70 余年；从老版的 64 开本口袋书，到如

今 32开彩绘精装画书，中国连环画迎来了更

加广阔的时代舞台。

自 1951 年 创 社 以 来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一 直 深 耕 连 环 画 。

《我要读书》《鸡毛信》《地球的红

飘 带》《红 楼 梦》《西 厢 记》……

“一本连环画，就是一段文化史。”

指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连环画，

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中心

总编辑邹依庆说。

连环画的创作出版，与时代紧

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用新

画 风 、宣 传 新 思 想 、传 递 新 观 念 的

“新”连环画，便应运而生。

图文并茂、故事性强、易于阅读，

是连环画创作的特点。一时间，乡间

街肆、学舍邻里，都有了连环画的身

影。小切口大主题、小故事大道理，连

环画一度还成为家长们奖励孩子勤学

的礼物。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开

设连环画系，中国连环画创作迎来新高

度。众多名家大家投身连环画创作，产

出一大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佳

作，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佳话。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水浒》第

一版就印刷了 150 万套，第二版印刷量达到

180 万套。”谈起上世纪 80 年代的“连环画

热”，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营销中心总经

理孙建虎说，“经常是书还未上市，就掀起了

抢订高潮。”据统计，1983 年全国出版连环

画 2100 种，共计 6.3 亿多册，风靡一时。

时间来到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电视机

普及、国外漫画进入国内，娱乐方式日渐多

样化，仍停留于黑白色调、样式老旧的连环

画开始受到冲击。

近年来，随着国风国漫渐成潮流，令人

耳目一新的连环画再次走进大众视野。细

致描摹的传统服饰、内涵丰富的东方故事，

无一不吸引着年轻人走进连环画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连环画报》主编高洁看来，

连环画不会过时，“连环画拥有很高的文学

水准，艺术性经得起时间检验。”

据统计，2018 年至 2021 年，人民美术出

版社连环画年均销售额增幅为 20%左右，

“目前，码洋基本能达到五六千万元，市场正

在扩大。”孙建虎说。

“好的连环画，是靠脚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镜头】历时 3 个月，从江西到陕北，通

车的地方就乘坐长途车，不通车的地方就靠

步行和骑马，沈尧伊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徒

步翻越夹金山，因为缺氧，沈尧伊几乎一步

一停，登上顶峰用了整整 8 小时……从 1988

年到 1993 年，沈尧伊先后多次行走长征路，

创作了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地球

的红飘带》。

6年，926幅画，这是《地球的红飘带》的创

作时长与内容厚度。1987年，魏巍发表长篇

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引发社会巨大反响。

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超过 800幅作

品的大型连环画，画家沈尧伊受到邀约。于

是，一场用图画展现历史的“长征”就此开始。

“好的连环画，是靠脚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连

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李晨说。

少则数十幅、多则数百幅数量的图画创

作，要求创作者具备相应的生活底子、扎实

的绘画功底。画面设计、人物造型、肢体语

言、表情演绎、环境设置等方面，都是对创作

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没有沉入生活，何来纸上鲜活？

深入历史现场写生采风、几易其稿，更

是创作者的日常。“一位好画家，不轻易放

过每一个生活细节。”为了创作连环画《红

嫂》，李晨翻山越岭，去见红嫂明德英。谈

及当下的生活，明德英不知如何表达日子

的红火。只见她颤巍巍地站起，向米缸里

一捞，满是皱纹的手掌上，躺满了晶莹的米

粒。无需言语，这生动的一幕令李晨久久

难忘。

邹依庆说，多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创

作室培养了一大批连环画家。但优秀的画

手，依然是连环画创作的稀缺资源。现在，

连环画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

躬身求索。

在第七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中，青年

画家的创作约占全部入选作品的 45%。他

们思维活跃、艺术语言丰富，更加注重挖掘

故事的时代价值。“连环画是高度综合性的

创作方式，需要具备很多领域的知识，是很

有 吸 引 力 的 挑 战 。”90 后 连 环 画 画 家 官 欣

说，“年轻一代的连环画创作不仅保留了传

统 魅 力 ，还 融 入 了 许 多 新 元 素 ，让 它 更 年

轻、更潮流。”

一部优秀的连环画，有赖画家的勤勉，

也离不开编辑的用心。

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内，讨论

画 面、编 写 脚 本 ，14 名 编 辑 正 在 忙 碌 地 工

作。“脚本的编写，是连环画前期创作的关

键。”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中心副主

任马晓婷说。既做“加法”，邀请专家学者参

与文本撰写，让画面更符合历史语境，增加

文本的准确性、信息量；也做“减法”，浓缩原

著精华，减少篇幅，提升可读性，让画作更符

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

脚本创作、图画绘制、编辑审校、印刷出

版，构成了连环画创作的完整链条；40 后沈

尧伊、60 后李晨、90 后官欣，一条薪火相传

的创作之路缓缓铺就……

“如今，一些高等院校陆续开设连环画

相关专业，还有一些连环画名家免费开班授

课，这些都为连环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养

分，我对连环画的明天充满信心。”李晨说。

“连环画是反映历史、
记录社会、见证时代的一面
镜子”

【镜头】轻点鼠标，各色经典文学形象活

灵活现。历史演义、神话故事、现当代文学

等题材，品类丰富；经典连环画作品、珍藏绘

本以及绝版影印珍本，囊括其中。2021年，人

民美术出版社联合 B 站，以“高清电子版+互

联 网 平 台 阅 读 ”的 形 式 ，上 线 电 子 版 经 典

连环画。一根网线，让连环画与读者离得

更近。

如今，连环画的定义不断丰富，涵盖中

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版画、电脑绘画等多

种艺术形式。

翻开《连环画报》，画风之新潮、主题之

多变，令人惊讶。

《连环画报》在 2021 年 1 月迎来全新改

版。《白蛇传》中人物扮相俏丽、色彩饱满，

《赤壁赋》中苏轼举杯对月的潇洒写意……

在国风美学的大潮下，呈现对东方美学意境

的不同探索，连环画对创新的渴求与探索，

扑面而来。

“目前，我们主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题材、革命题材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题

材，在保持主题严肃性的同时，用寓教于乐

的方式，生产更多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连

环画精品。”周伟介绍，2023 年 9 月，一套由

《岳飞传》、“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暴风骤

雨》、《英雄儿女》等 5辑汇编而成的《火热的年

代 火红的青春》系列连环画正式面世。

连环画常为新，方能走进大众。展览

上，触屏数字连环画、“动起来”的连环画，丰

富观众的观展体验；手机中，通过电子连环

画、有声连环画，让读者重温童年记忆……

连环画借助新形式、新媒介，加速融入当代

生活。

“新时代连环画之‘新’，在于新内容、新

画风、新表现。”在周伟看来，内容新，是要反

映时代生活；画风新，是要研究社会审美新

风尚；表现新，是要通过多媒体融合的动态

表现。

为此，人民美术出版社整合优势资源，

成立了连环画出版中心，实现了从传统连环

画到绘本等多元形态的转型，读者年龄层覆

盖从儿童到成人。

“ 这 些 年 ，连 环 画 创 作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我们尝试出版针对不同读者的连环画

读物。”邹依庆说，另一方面，人民美术出版

社也在叙事节奏、人物造型上创新，让连环

画更加“面目可亲”。

针对热爱收藏的“连环画迷”，开发经典

选题，采用宣纸版精装的形式，满足收藏需

求；针对大众读者，开发“小人书”“小人书阅

读汇”系列；针对低幼儿童群体，推出《中国

绘本·彩色连环画故事》系列，更好满足亲子

阅读需求。

与此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探索如

何将连环画与教育相结合。

办展览、进校园，更好拓展连环画的社

会美育功能。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续 3 年在

北京开展“连环画进校园”活动，给 1057 所

小学均配了 7 套连环画，每套 600 多种。同

时，策划推出《中国中小学生连环画分级读

库》《课本绘·中国连环画小学生读库》等，

供不同年龄的孩子选读，收获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

中正大雅、朴真至美，是人民美术出版

社的追求，也是经典连环画的写照。“连环画

是反映历史、记录社会、见证时代的一面镜

子。”周伟说，接下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继

续探索连环画的创新路径，在展现中国美

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更好

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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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文 化 领 域 ，有 这 样 一 批 老 字

号，是时代发展孕育的“金字招牌”。

它 们 守 得 住 传 统 、跟 得 上 潮 流 ，在

时代发展中历久弥新，不断丰富文化

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今起，本版推出“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文化老字号”系列报道，关注一

批 具 有 历 史 底 蕴 、不 断 推 陈 出 新 的

出版社、文艺院团、电影制片厂等，呈

现他们在文化创新创造之路上的不懈

坚守与大胆尝试。 ——编 者

我的童年是跟着姥姥在农村度

过的。身为教师的父母，每逢周末

都到姥姥家去看我，来时总爱顺便

带本“小人书”，这也是我最早受到

的美术启蒙教育。一本本“小人

书”使我的童年充满乐趣、充满想

象，从此我与连环画结下了不解之

缘。当我告别了姥姥随父母上小学

时，我积攒了一小箱连环画。正是

这些“小人书”滋养了我热爱绘画的

天性，使我在艰苦的岁月里不再孤

单，为童年插上理想的翅膀。

——读者 于 伟

我是看连环画长大的。在那个

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县城的图

书馆是我业余时间最爱光顾的地

方。在那里，我第一次翻看了《连环

画报》。它跟我以往收集的“三国”

“水浒”等主题的连环画有很大的

不同，这本连环画月刊的选题大多

讲述百姓生活，反映社会热点，作者

多为年轻的画家，画风比较多元，我

很是喜欢。此后多年，我时常去邮

局汇款订阅，每月最大的期盼就是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把最新的《连环

画报》送到我家来。

——读者 段成波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老字号

R

以上内容摘自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和“人美”的故事》

图①：《连环画报》封面。

图②：连环画作品《岳母

刺字》封面。

图③：连环画作品《梦里

苗乡》内页。

图④：连环画作品《梦游

天姥吟留别》内页。

以上图片均为人民美术

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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