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

◎深观察

文化万象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图片报道

特制戒指镌刻祝福与期望

不久前，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宝石学专业 2020
届硕士毕业生祝源，收到了学校寄来的毕业纪念品——
一枚戒指。

这是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为今年 4000 名毕业
生量身定制的毕业纪念戒指，由学校珠宝学院校友
设计，戒圈内侧刻有“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校
训以及每一位毕业生的姓名、学号。盛放戒指的礼
盒特意设计成学士帽，礼盒内附有一封书记、校长
的信。

“大家可将它佩戴在手指上，也可搭配挂绳作为胸
前吊坠。希望他年相聚，这枚毕业纪念戒指能成为打
开时光的传送门，让你们共同回忆起今天的故事。”6
月底，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对全
体毕业生的深情寄语，并指出戒指背后蕴含的深意——

“戒”乃行有所戒，戒骄戒躁，戒去浮华、戒去伪饰；
“指”乃情有所指，向着信念所指、使命所指、梦想所
指奋勇前进。

“拿到戒指的时候真的很惊喜！”祝源告诉记者。
虽然早前就知道今年的纪念品正好与她所学的专业有
关，但实物还是出乎她的意料。

祝源表示：“戒指造型简洁，却深藏着耐人寻味的
意义：江水般友谊和山峰般师恩下升起的宝石，犹如
我们在校生活的缩影；镌刻的校训和姓名、学号，映
射着我们和学校的关联，充满学校对每一位毕业生的
期愿。”

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不
少毕业生未能返校，本来心里很遗憾，但是这枚戒指
所寄出的“毕业关怀”把大家都“治愈”了。“这应该
是很多同学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枚宝石戒指吧，它让我
们对学校的感情有了一种升华。戴着戒指，能感到自
己是时刻被挂念的，被期待的。戒指上的校训，让我
们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底气，更有力量。”祝源的话说出
了很多毕业生的心声。

专属礼盒寄托精神与情义

当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因为毕业戒指在社交媒
体上成为“别人家的学校”时，西北师范大学毕业生
周思媛发现自己收到的毕业礼盒也“火”上了热搜。

西北师大今年给毕业生赠送了一个专属礼盒，内
藏“西师沃土”“金石不渝”“温润一生”三份主题礼
物，每一份礼物都具有浓郁的西北师大特色。

“西师沃土”是一支装有西北师大水塔山土和丁香
花籽的小试管。水塔山是西北师大的地标性建筑，水
塔山的热土寓意“西师沃土”，意在让广大学子铭记这
片土地的培育。丁香花是一代代西北师大人心目中的
校花，也是师生的精神寄托。采撷于校博物馆旁的丁
香花种子，以一缕缕陇上芬芳象征着西北师大精神将
陪伴学子一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金石不渝”是一枚玫瑰金纯铜质书签和刻有每位
学生姓名的昆仑冻石印章，“金”和“石”的材质传递
了该校“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表达了西北
师大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对广大毕业学子的寄
语——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不管面临何种境遇，都应
该秉承温润如玉的品质和其坚若铜的毅力。

“温润一生”是一支凹凸棒石基口红或润唇膏。西
北师大女生居多，该校化学化工学院、甘肃省生态环
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生态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发挥产学研优势，联合为女毕
业生研发了可食用口红——凹凸棒石基口红，为男毕
业生则贴心准备了润唇膏。“这份礼盒意在祝福全体毕
业生，在今后漫长人生路中，植根‘西师沃土’，始终

‘金石不渝’‘温润一生’。”西北师大党委学生工作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手捧如此“走心”的礼物，不少毕业生热泪盈
眶，留言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收到这么有情有
义的纪念品，“太感动了”“很幸福”“这份专属记忆让
人刻骨铭心”……而在网络上，网友们也对这份礼物
给予点赞和好评。

校园文创走心才能暖心

不少高校在毕业季有给毕业生准备纪念品的传统。
西北师大党委学生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

给毕业生赠送纪念品的传统由来已久，上世纪 90年代
就送过毕业相册。就近年而言，西北师大毕业生纪念
品的设计制作，更注重学校特色元素和毕业寓意。毕
业纪念品的设计，往往会在往届学生反馈的基础上，
结合当年学生特点和文化热点等提出初步创意，再征
求毕业生代表意见，集体决议形成初步意见后提交学
校集体决定，并按规范的采购和财务流程实施。如果
有毕业生反响非常好的元素，学校会保留和延续设计
理念，比如专属印章的设计，已经延续了3年。

“在毕业离校工作中，很多高校以文创的形式传达
对学生的关爱和感情，表达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深厚的
育人宗旨。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毕业文创纪念品承
载了更多情感因素。很多毕业生不能如常完成毕业仪
式，为了弥补情感空白，学校将精心设计的文创纪念
品邮寄给学生，代表母校对学生的深厚情谊，在特殊
的日子里使大家更加终生难忘。”北京工业大学工业设
计系主任刘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很多高校在积极开发具有专属特色的校园文
创。刘洋认为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校园文创是校园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校园文化建设，对师生的文化
浸润以及学校人文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经过这些
年的发展，一些校园文创逐步从以前的庄重死板过渡到轻
松感人、韵味深长，以国际化的设计方法和感人的题材、形
式进行设计，特别是有的学校还能利用自己的专业资源，
结合学校特点来设计开发文创，应该鼓励和提倡。”

图片说明：
图①：北京林业大学带有每人学号的木尺
图②：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的毕业纪念戒指
图③：西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礼盒
图④：北京师范大学“不惧风雨”爱心伞

（图片均来自网络）

中宣部、财政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近日公布了第二批革命文
物 保 护 利 用 片 区 分 县 名
单。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是以抗
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
为主体，统筹考虑红军长
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
军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
革命活动，坚持以革命史
实为基础、以党史权威文
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
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
依据，确定片区共计22个。

追溯历史，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在此背景下，抗日
根 据 地 迅 速 发 展 起 来 。

“鸡毛信”“地道战”等人
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母
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
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都
发生在抗日根据地。可以
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形成
的根据地，保存和遗留了
丰 富 多 样 的 革 命 文 物 资
源。那么，如何更好地保
护和利用革命文物，来讲
好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
神呢？

首先，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对于现有
的革命文物，应实施革命旧址维修保护行动计
划和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复计划，加强革命文
物保护维护。对于新发现的革命文物，应当利
用这次划片的契机，依法纳入保护范畴。

其次，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要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革命历史的真实存在，就不能为了
革命文物的“珍贵性”而降低“使用性”，甚至
让革命文物在库房里一“锁”了之，而是应当
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多
层次、多渠道拓展革命文物的利用途径，充分
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与革命文物相关的创
意产品，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再次，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通过对相
关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挖掘，还原革命历史
的来龙去脉，以真实的历史感染人、打动人。
同时应当聚焦革命精神内核，着力策划打造主
题突出、导向鲜明、内涵丰富的革命文物陈列
展览精品，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增强展览讲
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并适度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加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
动性和体验性。

最后，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过去有不
少地方抱怨，可以进行“红色教育”的革命旧
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太少，革命文物传播方
式也有限。据了解，前后两批确定的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共有37个，涉及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68 个市 1433 个县，这意味
着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也可
以感受到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力量”。在此基础
上，可以进一步建立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
念馆与周边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
地部队、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运用“互
联网+”，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
伸式展示宣传，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感受
中国革命历史文化。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近日，全国高考语文Ⅱ卷文学类文本阅读题，选
取了作家葛亮的小说 《书匠》 中的部分章节作为阅读
材料。这段材料讲述的是古籍修复师老董所在的图书
馆得到了一本少见古籍——清雍正国子监刊本 《论
语》，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
当专家们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时，老董却固执己见，
立下军令状，不惜以辞职为代价，誓要把古书书皮修

复好。他千辛万苦寻找修复材料，尝试书皮染色方
法，最终成功。

一些考生表示，在考场上“被老董这个人物所感
动”，并感到读罢“意犹未尽”。

试题中的一道题目是“结合文本分析老董身上的
‘匠人精神’如何体现”。专家认为，这道试题让考生
感悟传统匠人恪守职业操守、坚持行业规矩的精神风

范，与时代呼唤大国工匠精神相呼应。
葛亮因为祖父手稿受损的缘故，偶然接触到古籍

修复师这个职业，并曾亲自体会过一本书从破损到完
整修复的全过程。谈到对古籍修复师的印象，葛亮
说：“我所接触到的他们，都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在神
态上，那便发自于内心。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仍然保
持着丰沛的好奇心。他们需要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
题，从而探索大巧若拙的手段和方式。这其实有着某
种对传统任性的呵护与捍卫。如我写 《书匠》 中的老
董，不借助仪器，以不断试错的方式，将雍正年间的
官刻本复制出来。是的，究其底里，或许天真，但却
十分动人。”

据悉，《书匠》一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报电（记者赖睿） 日前，由上海中国画院、文
汇报社主办的“海上风标——谢之光、林风眠、关良
诞辰120周年作品展”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办。展
览以近百件作品梳理了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艺术人生。

今年是谢之光、林风眠、关良诞辰120周年。三位
画家艺术道路不同，艺术风采各异，却都以独具创造
力的探索，不约而同地推动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化进
程，共同树立起海派艺术的新风标。

此次展览展出的上海中国画院院藏作品，涵盖中

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作品品类全、时间跨度大，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展览共分两部分：一部分主要展
现三位大师的现实题材作品，从中可以体会到老画师
在新中国成立后，努力体会时代精神，表现新生活、
创作新作品的心路历程；另一部分主要展现艺术家各
具风采的艺术探索。

展览中有不少作品都难得一见，例如谢之光的造
船厂主题大型组画、林风眠的大幅仕女图、关良人物
众多的戏画等。这些作品或许能揭示出他们曾被忽略

的某些方面。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正式宣布成立，一批 20世

纪成就卓著的艺术大家进入画院成为画师，共同开启
了海派艺术的新篇章。60年来，画师研究不但是画院
工作的重点，也是海派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办方表示，今天回望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作
品，不必仅盯着他们的笔墨、图式，而更应看到他们
探索传统国画现代化的方向与思路。这些实践的可能
性，能给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颇多启示。中国近现代
画坛中，探索传统国画向现代化转型的，不止谢之
光、林风眠、关良所代表的这三种方向。这种探索是
与当时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的，体现了艺术家的
社会责任与艺术担当。

高校毕业礼 走心亦暖心
本报记者 郑 娜

高校毕业礼 走心亦暖心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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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毕业季，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很多高校
虽然无法举行线下毕业
典礼，没有大合照，却
精心准备了一份份毕业
纪念品。

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的毕业戒指，西北师
范大学包含水塔山土壤、
丁香花种子、昆仑冻石印
章等在内的毕业礼盒，北
京林业大学带有每人学号
的木尺，电子科技大学嵌
入芯片的钥匙扣……这些
精心设计的毕业文创，
寄托着母校对学子的情
谊与祝福，成为这个特殊
毕业季里的一股股暖流与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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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阅读题里的“匠人精神”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海上风标”美术作品展举行“海上风标”美术作品展举行

日前，不少贵阳市民来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
区图书馆读书度夏。图为一名小读者在南明区图
书馆的少儿阅读区看书。

赵 松摄 （人民图片）

书香为伴 清凉度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