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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妙壁画在心底扎根

马成虎出生在甘肃兰州，敦煌
莫高窟这座中华文化的瑰宝，于他
而言更多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幼时第一次见到莫高窟开始，富
丽多彩的壁画、惟妙惟肖的彩塑就
深深震撼了他，铭刻在马成虎的记
忆深处。

从西南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
马成虎选择了出国留学，他想去更
大的世界闯一闯，体验不同的文
化。“在英国读书的两年，是我人生
中一段重要的经历，也为今后工作
带来很多帮助。英国作为创意之
都，由创意产业带来的外溢效应，
带动了英国的旅游、酒店、餐饮、
航运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既成为
可持续受益的驱动力，也变成国家
软实力的标志之一。”英国创意产业
的高速发展，也给留学中的马成虎
带来了新的思考：回国后，这些留
学成果能否应用到国内的文化创意
产业中，并转化为有益的、可以指
导实践的经验呢？

“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走得再
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马成
虎说。研究生毕业时，国内对于文
化行业的政策支持和广阔的市场空
间吸引了他，没有丝毫犹豫，马成
虎决定回国创业。“留学人员大都学
习了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拥有较
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既具有
国际视野和经验，又满怀报国情怀
和愿望。留学的优势在于同时拥有
国内成长经历和海外生活体验，这
种跨文化的交流经验赋予了我们进
行文化创意创新的独特优势——可
以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
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此 时 ， 第 一 时 间 跃 进 他 脑 海
的，便是位于家乡甘肃的敦煌莫
高窟。

崭新角度呈现敦煌音乐

“莫高窟洞窟里有 240 个洞窟壁
画绘有乐舞场面，出现乐器 4000 余

件、乐伎 3000 余身、不同类型的乐
队 500 余组。”这组数据，马成虎熟
稔于心。

如 何 创 新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播 方
式？回国后深耕文化领域一段时间
后，一个想法在马成虎心中渐渐成
形：如果能够把莫高窟壁画上的乐
器“拿下来”，做成实物，就可以让
更多人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些乐器，
从崭新的角度感受莫高窟的艺术魅
力，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古代
音乐的辉煌。

敦煌研究院的乐舞专家郑汝中
几 十年来对壁画上的乐器进行研
究，硕果 累 累 。 基 于 郑 汝 中 的 研
究 ， 马 成 虎 与 团 队 决 定 复 原 乐
器。并且，复原的乐器不仅外观要
与壁画相似，更重要的是得能够用
于演奏。

团 队 走 遍 了 上 海 、 苏 州 、 扬
州、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共找
到 30 余位民族乐器的制作工匠，总
共复原制作了两套 245 件、共 97 种
乐器，包括弹拨、拉弦、吹奏、打
击四大类，基本涵盖了壁画上各个
种类的乐器。

古乐器的复原过程并不容易。
首先是空间转换。要将乐器从

二维空间的壁画“变为”三维空间
的实物，马成虎团队能看到的只有
壁画上的乐器，却看不出它的内部
结构，甚至连线索都无法掌握。“我
们在半年时间里不断往返于全国各
地的乐器厂之间，不断地与郑汝中
先生和制作工匠沟通，确定尺寸、
结构、选材等具体工艺，才得以最
终实现了乐器的空间转换。”马成
虎说。

其次是虚实转换。“壁画不是摄
影，它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百分之
百真实，这就导致壁画上的乐器与
现实乐器不一致。”马成虎说。比
如，壁画上既有四弦琵琶，也有六
弦琵琶，这些都需要区分。同时，
还要确定律制，因为中国古代各种
乐器的律制并不一样，但壁画却无
法讲述出乐器分别使用的律制。为
了能让乐器顺利演奏，马成虎团队
最终决定根据如今通用的十二平均
律来定音。为了尽量展现壁画乐器
的精妙绝伦，马成虎与团队在复原
乐器的过程中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

细节。

维也纳奏响中国古韵

2018 年 9 月，第三届丝绸之路
（敦煌） 文化博览会上，第四批敦煌
壁画仿制研发乐器得到了第一次公
开亮相的机会。100余件乐器齐聚敦
煌，声音曼妙，在场观众仿佛步入
时空隧道，得闻古韵悠扬。

几个月后，在维也纳中国新年
音乐会上，来自敦煌的音乐在维也
纳市政大厅礼堂上空回响，赢得了
在场中外观众热烈的掌声。手持琵
琶、胡琴、筚篥、箜篌等古乐器的
演奏者们，穿越千年丝绸之路，将
莫高窟壁画中的东方乐器送到了西
方音乐之都维也纳。

“乐器复原之后，还可以在此基
础上组建乐队，演奏出悦耳音乐，
让古老的文化走到大众身边，这也
是对敦煌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马成
虎说，参与复原古乐器，也让团队
了解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兴盛繁荣的
情景。“比如，单是琵琶就有 30 多
种不同形态，比今天要丰富得多。
我们要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
的同时，创造更多属于当代的辉煌
文化。”

展演时，由于担心古乐曲高和
寡，影响传播效果，马成虎与团队
并没有刻板地认定敦煌壁画乐器只
能演奏敦煌古乐，而是选择展演符
合现代人欣赏习惯的乐曲。在他看
来，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是两者
必取其一，而一定是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创新性推广和发展
传统文化还要处理好文化与市场的
关系。“优质的文化资源要面向市
场，融入生活，通过整合运作营销
来培养消费社群，增强文化认同
感，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同时，继
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现代
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比如，在整个
复原制作过程中，我们都秉持理性
和科学的态度，充分考虑内部结
构、律制、材料等，这样才算做到
了乐器复原，而不是乐器复古。让
科技赋能于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开
拓出新的传播方式。”马成虎肯定
地说。

2020 年 12 月，中国全甲格斗的
年终大赛——南宁·战友杯暨 2021 年

“诸国之战”中国代表队选拔赛在广
西南宁举行，海归佟可馨是参赛者
之一。

所谓全甲格斗，是由古罗马的
角斗士文化和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演变
而来。近些年，这项复古式的运动兴
起于东欧、流行于欧美，吸引了全世
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爱好者参与
其中。

选手身上的铠甲要求是 13 到 17
世纪有史实可查的复原盔甲装备，
刀、斧、盾等手持兵器根据长短划
分，有不同的重量限制，而且武器不
得开刃，尖端必须处理成圆弧状。一
套铠甲重达六七十斤，若是新手，光
穿备整齐就需一个小时。中国的全甲
格斗战队所用的铠甲，多是仿制明代
的边军甲；所用的兵刃，既有长剑、

巨斧，也有三尖刀。
既不是观众，也不是家属，佟可

馨在这项看似属于男性的运动中，作
为赛场上的主角参与了女子个人单挑
剑盾和长剑项目的比赛。

而全副武装后看似魁梧的佟可
馨，卸下铠甲也只是一名 25 岁的学
生，会美滋滋地向记者展示自己新做
的美甲。

谈起参与全甲格斗的原因，回答
非常简单，“就是喜欢”。

佟可馨还沉浸在刚刚接触到一项
新爱好的激情中。

“我还挺喜欢上场的感觉。战斗
的 时 候 肾 上 腺 素 一 分 泌 ， 非 常 激
昂。”她滔滔不绝地说，“我接触这个
项目时间还很短，这是我第一次穿甲
打，是男选手借给我的，有 70斤重，
一穿上感觉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在场
上打的时候只能一直进攻，因为我还

没有学到防守呢！”
此前的剑道基础给了佟可馨上场

的底气和勇气，不过全甲的装备要重
很多，而且更接近实战，因此对体能
和力量的要求更高。

除了健身和竞技之外，从高中开
始出国留学的佟可馨认为全甲格斗还
有文化交流的意义。“我们有很灿烂
的文明，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同时也
能打破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不尚
武’的刻板印象。”佟可馨说，“看了
许多国外选手比赛的视频，常看到俄
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的女将，就感
觉好像缺了点什么，见不到亚洲的姑
娘。其实我们的国家也崇尚‘巾帼不
让须眉’，希望未来能在全甲格斗的
赛场上见到更多女性。”

天气阴冷，在穿越历史千年的
冰凉铠甲下，跳动着一颗颗充满热
爱的心。

回国求职比例显著增长

《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内疫情管控得力、经济
快速恢复，在海外疫情目前并不明朗的现状下，不少留学生选择回国发
展，回国求职的人数较往年同期高出2倍。

当被问及疫情下选择回国的考虑因素时，56.8%的海外留学生选择了
“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其次是“国内生活更加便利”，占比 45.3%。
而出于就业导向，有 42.1%和 36.8%的留学生表示“国内经济恢复更好”
以及“国内就业机会更多”。

不了解国内人才政策仍是首要问题

在计划回国发展的过程中，留学生也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不了解
国内当前对海归人才政策”获得最高共鸣，占比达61.7%；其次是“不了
解国内当前就业市场”，占比为57.5%。

事实上，对国内相关引才政策和就业政策缺乏了解，一直是海归求
职过程中的短板。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
将引才宣讲会开到了海外，但占比不多的海外宣讲会却无法为所有留学
生提供政策指导和解答，更重要的还是需要留学生自身主动关注和了解
相关政策，补齐短板，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求职信息。

年轻化、高知化趋势明显

与此同时，《报告》 显示，海归人才质量优化，求职者呈现年轻化、
高知化趋势。16 岁—24 岁的海归占比较去年扩张 4.5 个百分点，升至
27.9%；硕士成为国内求职海归的中坚力量，占比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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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

海归回流呈
年轻化、高知化趋势

业 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趋势升温。如今，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人才红利优势凸显，国际化人才也在纷纷回流。根据2020
年底教育部官方统计，2019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70.35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6.25%。

铠甲红颜
新华社记者 张悦姗 吴思思

□ 金融热”仍在继续

从求职行业来看，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集中吸引了 22.1%的海
归求职者投递简历，占比最高。与全平台所有求职者相比，海归有意向
从事金融业、IT/通信/电子/互联网、政府/非营利机构、文体教育/工艺
美术、文化/传媒/娱乐/体育、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占比更高。其中，9.5%
的海归向金融业投递简历，比全平台求职者占比高出4.8%，“金融热”仍
在继续。

第一份工作求职用时有所增长

聚焦已在国内就业的海归群体，跟踪其找到第一份工作的用时变
化，《报告》发现，海归2020年整体求职耗时高于前一年。超三成求职者
用4个月以上的时间找到了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海归回国就业后对薪资的满意程度较2019年有所提升，但仍与预期
存在差距。根据调研，57%的受访者薪资不及预期，同比下降 6 个百分
点；38%的受访者表示基本符合预期，较去年同期的34%有所上升；而表
示实际收入超过理想情况的占比在6%。

对于留学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已就业海归认为，海外留学经验在求职过程中
有加分作用，让他们能够离理想工作更近一步，这一占比为 58.1%。同
时，受访海归中认为留学收获基本符合或超过预期的占比为 82%，较
2019年扩张10个百分点。海归对于留学的满意程度整体有所提高。

海归创业者面临招聘考验

面向海归创业者，《报告》显示，疫情冲击下近一半的海归创客遇到
的主要困难是“资金流紧张”。此外，“订单量减少”现象也较为普遍，
占比38.1%，还有28.6%的创业者面临核心人才招聘难的困境。新冠肺炎
疫情的特殊背景让求职者更追求稳定和安全感，这也意味着一些以充满
挑战、灵活自由为特点的创业型企业可能会面临招聘考验。

66.6%的海归表示，经历疫情，对国内经济发展与就业更加有信心。
分年龄段来看，“80后”与“90后”信心略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61.5%
和64.7%；而71.5%的“95后”表示更具信心，在各年龄段中占比最高。

日前，第四届内蒙古旅居
海外、归国留学人员艺术作品

“双年展”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
美术馆开展。展览以“侨情心
画·翰墨草原”为主题，共展出
了 63 位艺术家创作的国画、油
画 、 版 画 、 雕 塑 作 品 145 幅

（件），反映了海外侨胞和出
国、归国留学人员热忱的赤子
之心和实现“中国梦”的美好
期盼。

王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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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
学毕业回国后，马成虎开启了
自 己 的 传 统 文 化 传 播 之 路 。
2018 年，他与团队共同将敦煌
莫高窟壁画中的乐器图像转化
为实物，让古老的敦煌艺术在
科技和理性的结合下，通过空
间转化和虚实转化在观众面前

“复活”，给予传统文化以崭新
的呈现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