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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考古一线探寻
历史真相

在考古一线，出现了越来越多
年轻考古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扎
根田野，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绚丽
的青春之花。

“翻山越岭，千里奔劳，在田野
里书写炎黄春秋，在青铜中找寻文
化根脉。青灯长卷，浩然长风，用
青春追寻历史来路，用初心守护中
华 文 明 。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 中 国 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他们不愧
是青春先锋！”这是对第27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四川大学
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描述。这支考
古队中，多数队员是90后。

在纪录片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
堆》 中，跟着镜头，观众走进正在
发掘的三星堆“考古舱”，可以看到
穿着防护服的白色身影伏在升降板
上。他们多是在三星堆“挖土”的
年轻人，不仅表现出超高的专业水
准 ， 还 展 现 出 朝 气 蓬 勃 的 青 春 气
息，用考古“新生代”特有的创意
与活力为每天的考古工作着色，单
调防护服上的特色标识让不少观众
印象深刻。

相关专家表示，科技考古、发
掘人员年轻化，这是中国考古学发
展的良好方向。

不只在三星堆，在不少遗址发
掘现场，考古“新生代”正沿着前
辈的足迹躬身田野；在起步不算早
的水下考古领域，年轻的水下考古
工 作 者 挺 进 蔚 蓝 …… 他 们 坚 守 一
线 ， 以 多 学 科 的 眼 光 从 事 考 古 工
作，同时也努力将三维扫描、各种
检测手段等更多新技术创新运用在
实践中。他们在探索未知、探寻历
史真相中绽放青春，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文明传承的使命与担当。

●连接城乡接力文化
遗产保护

今年5月，第五届涟漪青年论坛
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论坛上，来
自湖南岳阳的“巴陵游侠”团队，
分享了他们探索传统村落张谷英村

“和”文化的故事；来自四川成都的
“111 成都火锅特工”团队，分享了
他们在府南河开展的调研活动。

涟漪青年论坛的举办是基于同
济大学团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 地 区 世 界 遗 产 培 训 与 研 究 中 心

（上海） 以及美丽乡愁公益团队共同
发起的“涟漪行动—家园—方志”

计划的成果。截至目前，该计划已
开展6期，共支持来自全国32个省级
行政区的 2320 名大学生返乡编写地
方 刊 物 ， 传 播 家 园 文 化 。 与 此 同
时，已形成 《一方志·水》《一方志·
家园宝藏》等多个主题的750余份地
方刊物，连续组织了5届“涟漪青年
论坛”、4 次线下展览，产出数千件
包括视频日志、手绘插画、文创设
计等形式在内的文化传播作品。

涟漪行动的雏型源于两位青年
的 实 践 —— 彭 婧 与 崔 家 滢 。 2013
年，她们还是同济大学的本科生，
在暑假赴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诺邓
村支教时，发现当地有着丰厚的文
化 资 源 ， 但 面 临 保 护 与 传 承 的 挑
战。结束支教回到学校，彭婧与崔
家滢便成立了“美丽乡愁”公益团
队，并在此后组织了多次乡土文化
教 育 夏 令 营 。 之 后 ， 在 各 方 支 持
下，“涟漪行动”正式发起，以持续
支持更多青年返乡开展文化调研，
她们也从参与者变为组织者。

如今，彭婧已是同济大学青年
辅导员，崔家滢是同济大学城乡规
划方向博士生。她们表示，“涟漪行
动”期望参与其中的青年以双重视
角开展观察调研。

“首先，他们具有‘本地人’视
角，能够自如地通过亲人、同学的
网络，与更多本地人产生连接，重
拾对‘身边’与‘附近’的关注；
其次，参与涟漪行动的大学生，普
遍年龄在 25 岁以下，以本科生、研
究生为主，且大多在外地求学，寒
暑假时才会返乡，也因此获得与家
乡距离拉远之后的‘再观察’‘再思
考’的视角，并更多结合自身专业
特长进行选题调研和文化传播，展
示出新一代人的活力与创意。”崔家
滢说，“正是这两个身份的叠加，以
及‘涟漪行动’设计强调的田野调

查方法，鼓励青年走进社区，去和
一个个具体的人对话。最终，可以
收获许多更为地方化、个性化、创
意化的调研与创作成果。”

彭婧认为，“涟漪行动”的目标
已逐渐清晰，即“激起遗产保护接
力‘人’之涟漪，激起地方文化营
造‘地’之涟漪，激起社会力量共
同 参 与 ‘ 共 创 ’ 之 涟 漪 。 青 年 在

‘涟漪行动’中进行纵向的持续参
与，他们的行为形成持续的横向扩
散，去影响更多人对各地乡土文化
进行展示。”

●走进历史文化街区
参与社区共建

日前，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更新与利用”为主题的青少年城市
探索研究班在北京法源寺烂缦胡同
108 号开课。10 多名青少年走进法源
寺历史文化街区，在专业讲师指导
下，通过实地调研、方案设计等方
式，对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提出了与
众不同的想法——刚上初中的冯烨
动手画了几张四合院的剖面图，他
希望一部分传统建筑可以改造成历
史博物馆，讲述四合院建筑形式等
知识；高梓航针对胡同中绿化面积
不足等问题，提出“自然社区”概念，
建议在四合院中增加绿化设施……

“遗介”科教品牌创始人骆凯担
任本次活动主讲人，从事遗产保护
教育已5年有余。在他看来，遗产保
护的公众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此

次探索班的目标是带领青少年探索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肌理与社
区设计规划基本原理。在具体操作
中，我将项目制学习方法贯穿于课
程中，希望将讲解与实践结合，让
课程专业化。”骆凯说。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少儿童
名城保护系列活动负责人赵蕊说：

“文保、艺术、教育与社区营造结
合，是街区更新的新方向。这是我
们首次尝试与专业教育团队合作，
希望通过街区探索，让青少年深入
自己身边的街区，体会街区改造提
升的最新成果。”

赵蕊表示，此次活动打开了青
少年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新方
式，在接下来的街区改造工作中，
将 充 分 结 合 孩 子 们 的 设 计 成 果 。

“青少年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参与历
史街区共建，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新
的养料。”

据了解，随着 《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 的施行，北京已有
49 片历史文化街区，街区保护与更
新工作的公众教育正在起步。活动
重点关注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创
新实施，项目团队运用新的教学理
念、项目制探究方式，带领青少年
走进历史文化街区，参观历史街区
保护及活化利用的优秀案例，开展
街区调研、学习课堂、沙龙讲座、
课程设计等科普教育活动，助力老
城更新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公众
传播。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同济大
学美丽乡愁公益团队提供）

《铁臂阿童木》《尼尔斯骑鹅
旅 行 记》《灌 篮 高 手》《变 形 金
刚》《老狼请客》《宝莲灯》《大闹
天宫》 ……日前，由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日中文化展览协会作为
指导单位的《超级动漫组—经典动
漫珍藏原画手稿作品展》北京站正

式开幕。
该展览以传统动画片创作为主

题，以其拍摄与制作流程为切入
点，呈现了36部经典动漫作品在创
作过程中绘制的 300 多幅手稿和原
画。这些真迹作品不仅集中展现了
经典动画的创作过程，也向观众展
示了动画艺术的魅力。

相 关 专 家 表 示 ， 从 皮 影 戏 、
走马灯到光学影戏机的问世，从
逐格到连续，从无声到有声，从
黑白到彩色，光影的艰辛探索所
塑造的类动画的动态画面，成为
早期动画的起源。随着技术的革
新，1914 年美国人埃尔·赫德成功
发明了透明赛璐珞胶片分层绘制
动画的方法，使得动画片的制作
方式产生突破性变革，动画制作
开始走向规模化和标准化。可以
说，以赛璐珞为介质的动画制作
贯 穿 了 整 个 20 世 纪 近 百 年 的 时
间。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和普及，赛璐珞绘制动画已
退出历史舞台，但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了解动漫产业的生产流程和
背后的艺术价值。

作为在百年动画艺术发展过程
中具有突破性变革的传统手绘动画
技术，从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
在不同国家发展出许多不同风格的
动画，各国都涌现出很多知名的、
经典的动漫作品。

据介绍，本次展览分为三大主
题，一是传统手绘动画的原理和制
作流程的介绍；二是集合了各个年
龄层次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经典动
漫作品，通过展品的主题和时间划
分，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
经典动画的制作过程和故事情节，
回顾经典，感受童年的美好记忆。
同时展览设计多个互动场景，为喜
爱动画艺术的观众带来沉浸的体
验，感受现实和虚拟交织的动漫艺
术之美。三是展览的互动教育体

验，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现场教
育活动和种类丰富的文创衍生品，
带领观众走进动漫世界，了解动画
艺术知识、发现动画艺术奥妙、回
顾经典动漫作品。

“看到了儿时喜欢的 《龙珠》
《樱桃小丸子》《变形金刚》《宝莲
灯》 等作品的原画手稿，有种回
到童年的感觉。同时，我也借由
展 览 的 介 绍 知 道 了 什 么 是 赛 璐
珞，知道动画作品的画面是怎么
动起来的，这让我儿时的动画记
忆更加丰满了。”一名观众表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这个展
览 让 他 想 起 儿 时 看 过 的 动 画 作
品，内心十分感动，“也希望能带
着孩子来看看属于我们那一代的
记忆。”

据悉，此次展览作为“第十一
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活
动，于 6 月 17 日起面向公众开放，
将持续到10月6日。

经典动漫原画手稿作品展带观众回到童年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经典动漫原画手稿作品展带观众回到童年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 《铁臂阿

童木》 动画创作
于 1963 年 。图 为
本次展览展出的
本片的赛璐珞原
片以及背景画。

▶《宝莲灯》动
画 创 作 于 1999 年 ，
使用了 SRD 数码立
体声制作技术，采用
了国际电影市场运作
程序，是对中国动画
电影市场化的一次探
索。图为本次展览展
出的本片的赛璐珞原
片以及背景画。

传统动画又名“手绘
动画”，是一种手工逐帧
绘制的技术，其创作时所
使用的特殊透明材料“赛
璐珞”作为动画片中每一
帧的“分层文件”，我们
所见的每一帧动画都是由
不同层赛璐珞材质的手绘
原画与背景画多层重叠组
合而成。

据介绍，“涟漪行动”正在
链接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第
六 期 “ 山 水 家 园 ” 主 题 活 动
中，设立了地方专项与山水遗
产专项。

与此同时，青年团队在调研
过程中，不断吸引更多人参与其
中。一些团队在家乡发起了“共

写诗歌”活动，来自多所中小学
的青少年用诗歌表达对于家乡的
情感；一些团队走进校园课堂播
下传统音乐的种子……在同济大
学美丽乡愁公益团队发起人之一
的崔家滢看来，青年不仅有独特
的视角，还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行
动力，能发动身边人参与其中。

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贡献青春力量

胡炜莘 赵晓霞

作为2023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
动之一，全国青少年
文化遗产知识展演大
赛日前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行，该活动将博
物馆研学活动、文化
遗产知识比赛和文物
情景剧展演3个环节
结合起来，不仅展现
了文化遗产知识普及
和博物馆社教活动的
成果，还展现了青少
年身体力行保护传承
文化遗产的风采。

近 年 来 ， 越 来
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队伍中，贡献青
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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