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于 馨 Email：whzk619@163.com 热线：(010)56805161

2018.11.23 星期五060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品 读

视窗 ViewView

今 雨 轩

文化资讯

□ 辛 阳

黄琉璃瓦铺满殿顶，镶绿

剪边，正中相轮火焰珠顶，宝

顶周围八条铁链各与力士相

连，殿前的两根大柱上巨龙盘

旋……沈阳故宫东路，完成彩

画保护修复工程的大政殿端坐

其中，气度威严。

随着贴金工序的结束，沈阳

故宫大政殿彩画工程日前竣工，

这也意味着沈阳故宫古建筑油

饰彩画保护修复一期工程全部

完成。该工程于2013年初正式

启动，工程范围为大清门、崇政

殿、左翊门、右翊门及大政殿共5

处建筑。今年2月，大政殿彩画

修缮开工，历时9个多月完成。

原有彩画已积尘、
失色、起甲、发黑

沈阳故宫大政殿俗称八角

殿，始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

努尔哈赤营建的重要宫殿。

1644年（顺治元年）清世祖福临

在此登基。

自上世纪50年代修缮后，

大政殿彩画已近70年没有修

缮。长期风吹雨淋加之保养不

便，外檐彩画严重积尘、失色，

已经失去对木构件的保护作

用。由于保护不善和管理不

当，以及当时的经济能力有限，

导致上世纪50年代的修缮改变

了部分彩画纹饰，新绘制纹样

质量较差、笔触粗糙，而且部分

使用了现代材料。而这部分现

代材料劣化性状与传统材料不

一致，导致出现了起甲、变色、

发黑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

原有彩画的保存现状。

据介绍，彩画对古建筑具

有保护、装饰、彰显等级等作

用。在木构件表面涂刷油饰色

彩以利防腐并装饰建筑，是中

国古建筑的传统做法。早期建

筑上的色彩油饰没有明显区

分，都有保护木构件的作用。

随着人类建筑活动的发展，油

漆和彩画出现了明确分工，至

明清时期，官式做法已有“油

作”与“画作”之分，凡用于保护

构件的油灰地仗、油皮及相关

的涂料刷饰，被统称为油饰，而

用于装饰建筑的各种绘画、图

案线条、色彩被统称为彩画。

保证完整性、真实
性、延续性和可逆性

“对于古建筑本体修缮来

说，其重要原则为‘最小干预’，

也就是要为古建筑‘祛病延年’

而非‘返老还童’，做到完整

性、真实性、延续性、可逆性。”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声

能介绍，古建筑修缮的第一个

原则就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

尽量使用原材料、原工艺来进

行修缮，什么地方坏了就修什

么地方，而不是进行整体、全

面修缮。第二是遵循可逆性

的原则，就是维修过之后要让

别人知道哪些修过，哪些是原

始的。

《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彩

画保护修复一期工程方案》中

记录：“通过照片可以观察到，

1929年前外檐彩画全部都是龙

锦枋心旋子彩画，栱眼壁彩画

为三宝珠彩画，形制符合清皇

家建筑彩画规制。而现存外檐

彩画次间额枋比明间额枋彩画

等级还高，次间原有的旋子彩

画改画了和玺彩画，而明间彩

画还是原有的旋子彩画。栱眼

壁图案也由三宝珠改画了升龙

火焰珠。二层平板枋也从原来

的降魔云改画成金龙和玺彩

画。大政殿彩画的修复历史中

只记录了‘1993 年用面滚技术

对大政殿外檐彩画进行了除尘

维护’，其他年代未见有维修记

录，通过与老照片的对比，证明

大政殿外檐彩画在1929年以

后，进行过全面的重绘，并且图

案做了很大的改动。”

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为，外

檐因文物价值较低，做重绘处

理；内檐彩画因受环境扰动较

小，为清代原物，历史价值较

高，做现状保护处理，即做除

尘、加固等。

李声能说，此次大政殿彩

画修缮工程的另一个宝贵之处

是纠正了部分错误，恢复了部

分历史信息。例如，在此次修

缮前大政殿栱眼壁上的纹饰为

升龙。而《奉天宫殿建筑图集》

中的照片显示，栱眼壁纹饰为

火焰宝珠。不仅如此，在保存

较好的内檐栱眼壁上，同样绘

制的是火焰宝珠彩画。所以，

此次修缮工程的依据，一方面

源于史料考证，另一方面比较

同类的现存实例，较为准确地

纠正了部分重要信息。

遵守原材料、原形
制、原工艺、原做法

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油

饰彩画保护修复工程的保护

设计和修缮工作严格遵守“原

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

法”原则。

在材料上，坚持使用传统

矿物质原材，主要有群青、石绿

等；在形制上，一方面以原有彩

画为基础，同时参考历史资料

并结合清代官式做法进行调

整，使之更加符合大清门、崇政

殿、大政殿的历史原貌；在工艺

做法上，多次组织召开油饰彩

画工程专家论证会，聘请国内

具有优秀彩画施工技术的匠师

参与，坚持采用传统的清代官

式彩画工艺做法，确保地仗及

彩画的质量。

彩画修缮工程方案编制负

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

家陈青在数次现场勘察的基础

上，确定了本次彩画工程外檐

修复、内檐现状保护的方案。

故宫博物院彩画专家张秀芬研

究员将大政殿彩画现状纹饰照

片与《奉天宫殿建筑图集》详细

地进行了对比，精心绘制彩画

图样。在专家组讨论确定了外

檐修复部分具体的彩画规制

后，张秀芬对纹饰的细节构图

进行技术指导，以确保画面和

谐、构图饱满。

故宫博物院丝织品专家王

允丽研究员应邀对大政殿软天

花修复进行技术指导。与一般

绘制在木骨地仗上的材质不

同，大政殿为梵文天花，绢质质

地，与丝织品修复有相似之

处。在王允丽的指导下，除尘、

软化、回贴、去污、测量、绘简

图、标记、修补、粘接、压平——

多达十几道工序的软天花修复

顺利完工。

沈阳故宫彩画修缮工程的

施工队伍是古建施工行业中著

名的西陵工匠，尤其擅长油漆

彩画。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太

和殿，颐和园佛香阁，恭王府等

古建筑修缮中，都曾留下他们

的身影。“画工纯熟、技术过硬，

对文物怀有敬畏之心。”专家这

样评价。

□ 龚彦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

时，特地来到了荔湾区西关历

史文化街区。实践告诉我们，

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

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

乡愁。保存城市的记忆，方能

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

文明发展的脉络。

作家冯骥才说，城市和人

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

的生命历史。城市对于人们，

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传承文

化基因的摇篮。随着城镇化的

推进，在全球不少地方，昔日的

街区、遗址、老字号、名人故居

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新面孔所取

代。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

英国学者就提醒，现在全世界

的城市建设都面临一个共同危

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

模样，希望中国的城市建设能

够尊重中国文化，尊重城市原

有特色。的确，中国的文化传

统弥足珍贵，不应被肤浅的标

准、流俗的风格所淹没。

城市面貌的复制意味着城

市历史的遗忘。近年来，人们

在城市改造中的文化保护意识

更强，文化保护也成了时下最

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我

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制定

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保护自

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

地方特色、民族气质和传统风

貌。但现实中，一些人在经济

效益与文化保护的抉择中“做

错选择”，千城一面的情形时有

发生，一些历史古迹在建设中

遭到破坏。由于我国城市发展

大多靠旧城改造而成，旧城恰

恰是城市记忆保存最多的地

区，如何处理好改造开发和保

护利用的关系，考验着城市管

理者的眼力、定力和能力。

事实上，城市越走向现代

化，就越应将自己的文化遗产

奉若瑰宝。国内最具魅力的城

市，大多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

整的地方。南京拥有保存相对

完好的明城墙共22公里，在城

墙所包围空间内有 1000 多处

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遗迹；

宁波投入大量资金，将其旧城

市中心发现的元朝永丰库遗址

妥善保护并加以展示。在他们

看来，城市固有风貌既是物质

财富，更是精神财富，是让广大

市民产生价值认同的场域。另

一方面，城市保护不排斥有机

更新。广州在修缮历史文化建

筑时保证修旧如旧、防止建设

性破坏，同时注重活化利用，让

历史文物“活”起来；以“绣花”

功夫推进“三旧”改造和老旧小

区微改造，重塑城市风貌，让老

城焕发新活力。正如一位地方

领导干部所说，把历史文化作

为城市的灵魂，注重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要尊重

文化、又要协调发展，既要继承

传统、又要加强创新。

本报讯 记者龙春燕 闫娜

报道 近日，由中国改革报美

术馆主办的“生灵之恋·著名花

鸟画家左进伟吉祥物语系列精

品展”在京开幕。

此次展览汇聚了左进伟精

品力作56幅，共分三大系列：

雪域传说系列、吉祥物语系列

和生灵之恋系列。左进伟作品

取材多以动物为主，雪域传说

系列以狼为主要创作对象，是

左进伟早期最得意的代表作；

吉祥物语系列则是左进伟从画

狼题材向花鸟画“图必有意，意

必吉祥”转变的创作突破，代表

作有《十二生肖》系列及《旺旺

图》等吉祥物；生灵之恋系列是

左进伟创作的升华，从画狼到

《十二生肖》一系列的转变，左

进伟画路的转变与拓宽使人们

在享受动物画带来艺术美感的

同时，领悟生灵万物之间和平、

友爱的精神理念，代表作有《母

子情》《情至深处》等。

开幕式上，中国改革报社

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马启孝代

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对左进伟

的绘画艺术给予了充分肯定。

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改革报

美术馆馆长王志介绍了展品情

况。左进伟表示，今后会以更

大的热情投身于艺术事业。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

到12月15日。

本报讯 记者丁南 郭超

报道 近日，2018中国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计划之“福

建建窑建盏德化白瓷烧制技

艺”培训班开班仪式暨“习古堂

杯”首届海峡两岸中青年建盏

技艺传承创新大赛启动仪式在

福建师范大学举行。近百名传

统雕刻工艺师、建盏及中国白

烧制技艺传承人参加此次培

训，切磋手艺，共同为保护非遗

发力。

此次培训班是由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主办，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师大美术学院承办，旨在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增

强传承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进一步推进民间文

艺事业的理论研究与传承

实践。

本报讯 记者吴喜达报道

“许元庆手绘版《千里江山图》

全国巡展”福州站日前在福建

福州于山堂西厅开幕。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

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手绘版

《千里江山图》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

性转化，让国宝级文物从冰冷

的橱窗里“走”出来，让人感知

其澎湃生命力，彰显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本次活动为福州市民带

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国画盛

宴，为深秋的榕城增添了一

笔生机盎然的青绿色彩，让

福州市民能近距离感受到伟

大祖国的壮丽河山。原故宫

博物院副院长张之铸、福建省

收藏家协会会长周野、北京

宣和画院副院长许元庆等众

多业内权威专家现场进行了

点评。

古建修缮 不求“返老还童”
历时9个多月的沈阳故宫大政殿彩画工程，修复了受损部分，恢复了历史信息

让城市留下记忆

“ 生 灵 之 恋 ”精 品 画 展 在 京 举 行

海峡两岸中青年建盏技艺传承创新大赛启动
□ 何瓯翔

刚听到公安边防部队改革

消息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和大家一样，瞬间思潮澎湃，

大多被走、退、转所影响，诚然

人各有志，也都无可厚非，但我

始终对这身军装有着深深的

眷恋之情。

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

人。20世纪 80年代，父亲高

中毕业报名参军。在那个年

代，高中生还很是稀罕。义务

兵、志愿兵、提干，军事文化全

优的父亲在部队干得顺风顺

水。不料，“你是最小的儿子，

是家中守灶人，你必须回来。”

奶奶的一句话击碎了父亲的

从军理想。在奶奶强制性要求

下，父亲按照义务兵退伍，脱下

了那身让他为之自豪和迷恋的

军装。

小的时候，经常看见父亲

拿出那件绿色的衣服摸一摸、

看一看。直到我自己穿上这身

军装才明白，它不仅是一件衣

服，更是军人的标志和荣誉。

2009 年 12月 12日，我告

别大学，穿上崭新的军装，踏上

南下的军列。那时，学校的老

师、同学都很费解，也曾劝我：

大学都考上了，还当什么兵？

以你的能力，根本不愁工作的

问题，何苦去遭那份罪呢？“不

当兵的男人，人生是不完整

的。”这是我的回答。那时的

我，还不懂军人的含义，觉得穿

上军装就是军人。虽然军装上

没有任何警衔和警种标识，但

我还是心情很豪迈。登上开往

云南的火车上，摸着胸前的大

红花，看着送别自己的老师同

学，我开始脑补各种画面：持枪

巷战、擒拿格斗、空手夺白刃、

跪姿装子弹……火车开了三天

两夜，因为坐的是硬座，下车时

我大腿以下全都浮肿了，踩在

地上像触电一样麻麻的，这是

第二故乡给我的第一感觉。我

回头望了一眼家乡的方向，暗

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

然后边整理好军装，边快步跟

上行进的队列。

新兵连第一个难关是3000

米跑，虽然心中一直装着“子龙

梦”，但肚子上长的却是“董卓

膘”，多少还是有点拖了大队伍

的后腿，现实很快击碎了我的

理想。但我没有抱怨和后悔，

而是加倍刻苦训练。因为父亲

在我临行前说过：“男人自己选

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在无数次咬牙坚持，无数

次深夜舔伤中，让我得到了快

速成长。不但减掉了“董卓

膘”，还跟上了大部队。此外，

在云南边防总队射击考核验收

中，我以8发子弹68环的成绩

位列第一，并由此获评了军旅

生涯中的第一个嘉奖。

由于表现优秀，下连后的

我，被分到了文山边防支队拘

留审查所，这是支队直属队建

设的排头兵，因工作标准高、

任务重而出名。尽管刚下连

的时候，因为是大学生当兵的

“标签”火了那么一阵子，可我

随后的日子和其他人并没有

什么两样：收操后要打扫卫

生，队列中要两手扣紧，吃完饭

要洗碗刷盘……

曾经梦想的持枪狙击和卷

腕夺刀并没有上演。有一天弯

腰刷厕所时，我忍不住问班长：

“班长，为啥咱班刷厕所的总是

我？我怎么说也是大学生。”班

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再牛的人

到这来，都是个兵。能干，就好

好干；不能干，学着好好干。”接

受完只有初中文凭的班长教育

后，我不但没有抵触，还有一种

过瘾的畅快：话糙理不糙，简单

直接，一针见血！

在边境一线查缉，我曾吃

着野菜泡面，穿着一个月没洗

的衣服坚守在丛林中，只要听

见汽车引擎声，和战友提枪就

上前盘查，只为边境繁荣稳定，

只为军人那份职责。口岸执勤

现场，不论昼夜，阳光服务，微

笑相迎，只为通关旅客一个点

赞，只为旅客那份满意。还有

很多曾参与海外维和、联巡执

法、缉枪缉毒的战友，在枪林弹

雨、瘟疫肆虐中无惧前行，他们

只为和平普降大地，只为军人

心中那份荣誉。

2011年我如愿考上军校。

那年的冬天，有了我军旅生涯

第一个假期，也是我当兵后第

一次回家。当我穿着军装跨进

家门的时候，父亲的眼眶湿润

了。我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父亲愣住了。整整愣了好几分

钟，他才缓过劲来，“啪！”给我

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由于激

动，父亲整个人都在颤抖。

时光飞逝，胸前的资历章

已挂上十年的军龄标识，但我

对这身军装的热爱却从未减

退。面对改革，虽然心中不舍，

也彷徨过一阵子。有位战友对

我说:“你是家中独子，家庭条

件又好，迟早是要转业的，改革

不是更好吗？难道你能在部队

干一辈子？”我知道他是为我考

虑，而且脑海里还畅想过在地

方那种无拘无束的工作画面，

但我还是将内心深处的想法说

了出来：“如果可以，我愿穿一

辈子军装，但军人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现在国家需要我们退

出现役，我也会坚决服从改革，

脱下这身军装！”

其实我知道，只要是来到

部队的人，大家的初衷都是热

爱这身军装。这是一种被军旅

经历深深浸注骨髓、融入血液

的爱，无论是在部队继续服役，

还是已经脱下军装的人，这种

特殊的情感始终没有变过，也

只有当过兵的人才有这种体

会。就像退伍老兵说的那样，

若有战，召必还！

我想，假如不用脱下军装，

我会一直坚守在部队。要是离

开部队，我会一辈子记住这

里。部队，是我发自内心深处

的眷恋；军装，是我难以割舍的

情怀。

军 装 是 难 以 割 舍 的 情 怀

手绘版《千里江山图》全国巡展走进福州

儿童戏剧教育教师儿童戏剧教育教师
实操实操工作坊开班工作坊开班

11月21日，由中华儿童文

化艺术促进会戏剧教育专业

委员会、湖南郴州市群众艺术

馆等共同举办的第八期儿童

戏剧教育教师实操工作坊暨

戏剧教育种子教师培训正式

开班，来自全国各艺术教育机

构的35名儿童戏剧教师参加

了培训。图为上海戏剧学院

戏文系艺术教育教研室主任

徐珺（右一）正在授课。

崔云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