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1 日，媒体记者在特展现场拍摄陈逸飞的油画作品《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当日，上海博物馆策划举办的“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开幕。本次展览首次从学术视角对上海历代书画进行系

统梳理与研究，遴选相关书画 146 件（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时间跨度自三国至现当代逾千余年。 （新华社记者 任 珑 摄）

香港地铁站里有个“文物馆”

文化视点

资 讯

推 荐

《中国医生》这部电影泪点颇多，因人而
异，每个人感动的地方不同。但疫情成为公众
关注的窗口，观众们来到电影院，是为了回望
武汉的日夜，铭记那些为湖北和武汉拼过命的
医护“亲人”。每位观众似乎都迫切地想要看
见自己在战“疫”岁月中现身，并看到历史成为
自己的现实。这样一部伪纪录片却力图还原
真实的电影，让观众共同见证这份属于所有中
国人的集体记忆，致敬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致敬英雄的武汉人民。

此次刘伟强导演和他的《中国机长》原班
人马，带来《中国医生》这样一部伪纪录片，似
乎情节是与现实向的时间轴相呼应，是新冠
肺炎患者与呼吸有关的客观呈现。但演员所
表现的细节和新闻播报中的历史画面，本身
就含有意识形态，电影将这种意识形态全盘
抛到观众眼前，让人置身医院感同身受，同呼
吸，共命运。

电影最开始的章节，显得紧张惶恐，许多
病患都有气喘症状，金银潭医院的氧气瓶都不
够用。此时的镜头是摇晃的，病患们疯狂挤进
金银潭医院希望得到治疗。2019 年 12 月 30 日
刚进入疫情状态，武汉整座城市压抑得令人窒
息。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全市交通暂时停运，
此时的武汉宛如一座空城；电影中间的章节，
情节虽起伏大，但却予人生生不息的感觉，像

极了生命的延续。当武汉首位新冠肺炎确诊
孕妇顺利产子时，一声婴儿的哭啼打破了隔离
病区的安静，新生的啼哭和不断因病逝去的生
命形成互文，让笔者禁不住热泪盈眶；电影最
后的章节则是自由呼吸的畅快，武汉这座城多
了许多人气。2020 年 4 月 8 日零时，武汉离汉
通道管控正式解除。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
宇哭了，他在所有医护人员面前，感谢兄弟们，
他脱掉眼镜不停地拭去泪水，千言万语哽咽
了。而此时武汉的人们欢呼着，举着五星红旗
送别驰援武汉的全国医护“亲人”。

《中国医生》全片聚焦“中国医生”这些人物
群像，用心记录抗疫期间生命的脆弱、医护人员
的艰辛，细节之处感人至深。尤其是张涵予饰
演的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其角色原型是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所在的这
家医院从 2019 年 12 月 29 日开始转入感染患者，
从那天起这个武汉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的
600 多名医护工作者就开始全员奋战。电影写
实了张定宇虽身患渐冻症，却依旧与命运叫板，
奔走在抗疫第一线。他尽管脾气火爆，操着武
汉话，却毫无领导的架子，因为他是一院之长，
是一位战斗者、指挥者，更是定心丸。

电影中为了真实呈现院长因工作劳累不
小心滚下楼梯的戏，张涵予亲身上阵反复试
验，拒绝用替身，全力还原细节只因“院长才是

真硬汉”。他不仅要与疾病抗争，处理 ICU 重症
加强护理病房内外的各种突发事件，甚至还要
跟自己的命运抗衡，当他拼了命争分夺秒地帮
患者跑赢死神时，妻子却被确诊感染了。

不只是张定宇院长，那些电影中的抗疫
“她”力量，同样让人心碎。袁泉饰演的 ICU 主
任文婷等白衣天使们，见证着女性平民英雄的
力量。袁泉的表演真实而有分量：沉静、温柔、
坚毅。她不仅一直坚守一线救治病人，也悉心
保护自己的手下。电影有一些矛盾冲突，都是
由文婷化解的。最开始陷入恐慌的病人蜂拥
闯进医院，拥挤、打砸、吼叫、哭泣——仿佛世
界末日时，文婷站出来，用扩音器冷静道：“我
知道你们所有人都想活……”尔后，一位孕妇
想 入 院 生 产，却 被 文 婷 婉 拒，让 孕 妇 居 家 隔
离。导致后来这位孕妇感染新冠肺炎时，不想
让文婷治疗，想换医生。但文婷并没有怀恨在
心，在孕妇临盆的关键时刻，文婷又主动提出
动用 ECMO，为孕妇剖宫产，最终文婷成功为孕
妇接生，两条生命都保住了。片末疫情解禁
后，孕妇一家三口对文婷是怀着救命恩人的情
谊来道谢的。这，成就了以文婷为代表的巾帼
英雄的高光时刻。

电影中，有一幕巾帼英雄的形象让人印象
深刻——三位女医护工作者在合影时，比手势
喊 yeah 的情境，虽然满脸伤痕，却依旧被赞美：

“姑娘们加油辛苦了，很美！”她们脱下口罩时，
鼻梁和面部深深的压痕，却映衬出青春最真的
笑容。袁泉、梅婷、宋佳等许多优秀女演员，在
该片生动诠释出医务人员、流调员、检验员以及
各行各业为抗疫努力奋斗的女性角色。她们展
现了女性的强大与坚韧，凝聚起抗疫必胜的巾
帼力量，守山河无恙，待春暖花开。因此不同的
观众会被不同的医护人员战“疫”的细节戳中泪
点，该片没有炫技的镜头，完全是手持摇晃的朴
素拍摄，正是这种朴素真实的场景，给人更直接
的心灵震撼，很多泪点和情绪都恰到好处。

电影还带观众回顾那段武汉的至暗时刻，
人们苦中作乐，那时流行的抗疫歌曲：《听我说
谢谢你》《火红的萨日朗》《我们不怕》等，如今
依旧振奋人心余音绕梁。那些歌用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致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亲人”。最让人过目不忘的，自然是方舱医院
的病人在医护“亲人”的带领下跳起《火红的萨
日朗》舞蹈，使得病人们心态更积极，活动锻炼
肺活量更大。用歌曲战“疫”，白衣天使们可谓
用心良苦。影片结尾，数不胜数的白衣天使们
的抗疫照片，拼接成“中国医生”四个字，个人
与国家，从工作岗位层面扛起疫情防控的神圣
职责，由此实现了战“疫”必胜的决心，也是对

“中国医生”在这场战疫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集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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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抢救壁画

身着白大褂、头戴口罩、手捏棉签和手术
刀。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实验室内，一群人屏
息凝神，指尖缓缓移动。他们面对的不是病
人，而是一张“千岁高龄”的壁画。

杨文宗正用棉签蘸着去离子水，在壁画上轻
轻滚动，粘除壁画表面的污染物，棉签滑过，壁画
一寸寸显露真容。他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壁
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研基地副主任，即使已从事壁画保护修复工作34
年，修复过上千件文物，他依然不敢马虎。

一幅 1 平方米的壁画，表面清理可能会用
到成百上千支棉签，而这仅仅是壁画保护修
复工作的一个步骤。杨文宗说：“出土壁画往

往有起翘、裂隙、空鼓等多种‘病症’，我们就
是对症下药的‘壁画医生’。”

考古发掘中，打开墓室的那一刻，一场与时
间的赛跑就开始了。“一束光、一阵风、一次震动
都可能伤害到壁画，必须快速处理。”杨文宗说。

为了让壁画免遭侵蚀，壁画修复团队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唐墓壁画进行异地搬迁保
护。在墓室中，先对壁画进行加固，再将壁画
进行切割揭取，其间要经过现场记录、涂胶、敷
纸、贴布、烘烤等一系列复杂程序。其中涂胶、
敷纸等工作必须一气呵成，不能中断，在地下
十几米深的墓穴中，有时一待就是小半天。

“ 要 么 不 上 手，上 手 就 要 打 起 十 二 分 精
神。杨老师一直这样说。”28 岁的壁画修复师
李超说。“想好了，再动手。”这句话总挂在杨
文宗嘴边。“每一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杨文宗说。

多学科融合，探索新路

云霞簇拥间，神龟仰天长啸，灵蛇蜿蜒缠
绕，这幅庄严古朴的玄武图壁画，引来参观者
的连连惊叹。它的复原便出自博物馆壁画修
复团队之手。

玄武图出土自西安市长安区的韩休墓。
“由于损坏过于严重，一开始决定只修而不复
原。一张玄武图的原始图像给了我们希望，
便决定试一试。”保护修复部副主任王佳说。

团队先对壁画整体进行电脑图像复原，
对缺失的线条进行复原性勾勒，然后将整幅
壁画分为 5 个区域，两人一组在残片中寻找逻
辑关系，一一拼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
是这样繁琐，10 年来，生生把我这个急性子磨

成了慢性子。”王佳笑着说。
粘贴完成后，团队利用专业检测仪器分

析玄武图的颜料成分，对色彩进行科学性复
原。修复工作历时 1 年，当玄武图完整地呈现
在李超面前时，他非常感动：“你无法想象那
种感觉，它穿越时光，重新呈现在你面前。那
一刻，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团队有 20 余
人，其中一半都是 90 后，不乏艺术史、考古学、壁
画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物理学、分析化学、计算
机等多学科的人才。截至目前，这支年轻的团
队已经完成了近百幅唐墓壁画的修复工作。

壁画修复师孟元亮从海外留学归来后，成
为壁画修复团队的一员。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
而有活力的团队：“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每个
人都可以独立申报或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

“壁画修复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工作，
不仅要修习老手艺，更要不断探索新理念和
新技术。”杨文宗说。他指向一幅新修的壁
画，“仔细瞧，这里的线条会向下偏离几毫米，
可以区分哪里是新修的，哪里是出土时的部
分，新旧色彩也特意做了细微差别，做到‘远
看一致、近看有别’。”杨文宗解释，“老匠人追
求修复得与旧物一模一样，现在我们秉承保
持原真性、可再处理、可辨识和最小干预原
则。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让文
物在未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就体现着保护
修复理念的巨大进步。”

更亲近公众，传播文化

2015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立陕西壁画
保护修复研究基地；2018 年，馆藏壁画保护修

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揭牌运行……这些年，杨文宗越来越忙，经常
赴省外承担壁画修复与技术把关等工作。

近年来，壁画基地围绕壁画揭取、迁移工
艺、壁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等方面开展相关研
究工作，纳米新材料应用、砌体切割系统、颜
料光谱数据库、馆藏壁画数字化平台等不少
技术成果已在业内推广应用。

壁画基地主任路智勇说：“博物馆与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机构在专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我们还与内
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文博单位建立技术交
流、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与美术院校建立合
作研究基地。”

“原来修复一幅壁画需要这么多工序，真
不容易。”参观完壁画展厅，游客孙远朋意犹未
尽地在手机上浏览了韩休墓的虚拟壁画展，互
动式展览让她对壁画修复的理念、工具、流程
有了不少了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不少游客
站在一间玻璃房前驻足观看。壁画修复团队
将工作室搬进展览馆。3 幅大型唐韩休墓壁画
的搬运工作也在紧张筹备中，它们将被搬运至
韩休墓壁画专题展馆中，以边修复边展览的形
式，让观众看到壁画的整体修复过程。

“我们举办了虚拟展览、现场修复展示、壁
画制作工艺体验、壁画拼图等活动，所有尝试，
都是为了让公众离文物近一些，再近一些。”路
智勇说，“希望更多人能够领略唐墓壁画的魅
力，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地帮助大家亲近文物、
感受文化、触摸历史。” （据《人民日报》）

请本版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略奉薄酬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有 一 支 壁 画 修 复 团 队

一寸一寸，追寻千年时光
原韬雄

“ 穿 越”回 大 唐，你 将 怎 样 生
活 ？ 打 一 场 马 球、饮 一 壶 西 域 美
酒、跳一曲胡旋舞……在陕西历史
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一幅幅
唐墓壁画让人们在唐风唐俗中沉
浸良久。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程旭说：“唐墓壁画具有较高的艺
术水准，内容取材于唐人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
值和史料价值。”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唐墓壁
画 641 幅，共 1200 多平方米，是目
前唐墓壁画馆藏数量最多、保存最
完好的博物馆。这些壁画的修复
保护，都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支
壁画修复团队完成。

22 岁的路嘉伟再次
回到了赤石桥乡中心学
校。他和这所乡村学校
的不解之缘，开始于两
年前的一次支教经历。

赤石桥乡中心学校
所在的山西省沁源县地
处太岳山区。2019 年 10
月，长治学院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路嘉伟参加北
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支
教活动，来到了这里。

“ 刚 来 的 几 天 天 气
还可以，但到了 11 月中
旬 ，天 气 就 变 得 特 别
冷 。 早 上 学 生 练 习 拍
球，篮球冻得像冰球似
的，一直到训练结束，手
都暖和不过来。”路嘉伟
回忆道，“ 但就算这样，
这些孩子每天仍然坚持
训练，并且特别积极。”

在坚持不懈的训练
下，赤石桥乡中心学校
篮球队在 2020 姚基金希
望小学篮球季沁源赛区

的比赛中收获了 5 战 4 胜的好成绩。路嘉伟在
惊喜之余也暗暗下定决心：“明年还要回来，带
着孩子们去赛场上再和对手拼一拼。”

路嘉伟的再次出现，让这所只有 70 名学生
的乡村小学沸腾了起来。“孩子们提前不知道，
看到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都开心坏了，他
们说就愿意上体育课，就愿意跟着我打篮球。”
他说。

每天早晨五点半，篮球队队员冯子瑜总会
准时出现在路嘉伟宿舍门前。“孩子们对训练太
积极了，晨训时间是六点到七点，我原本以为他
们会迟到，没想到每天五点半冯子瑜就来敲门
了。”路嘉伟笑着说，“他成了我的小闹钟。”

冯子瑜是队里篮球基础最好的学生之一，
但过去他在球场上喜欢单打独斗，不懂得与队
友配合。“为了改变冯子瑜的打球习惯，我专门
对他进行了战术、组织、跑动等方面的训练。”
路嘉伟说，“他渐渐明白了篮球是一项团队运
动，不能只靠自己，同时他也开始学会团结爱
护自己的队友。”

随着一年一度的篮球季日益临近，孩子们
的训练热情愈发高涨。路嘉伟发现，队员们平
时会在战术板上写写画画，研究战术，他们还给
各种战术起了名字，看上去有模有样的。“看着
孩子们这样积极认真，我越发感到不能松懈，总
想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教给他们。”路嘉伟说。

2021 年 7 月，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沁源
赛区比赛再次开打，路嘉伟带着小队员们踏上
了比赛的征程。从赤石桥乡中心学校到沁源
县城需要走近五十公里的山路，一路上孩子们
欢声笑语不断，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路嘉伟
说：“很多孩子之前都没怎么出去过，这样的机
会对他们来说很珍贵。”

赤石桥乡中心学校篮球队最终取得了 4 胜
1 负的成绩。“虽然无缘晋级全国赛，但我相信
这样的经历会在孩子们的心里播撒下热爱体
育的种子。”路嘉伟说。

临近毕业季，路嘉伟在同学录上写下了对
孩子们的寄语：“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永远不
要放弃梦想。”

“我对他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一定要虚心
地去学习新东西，不能原地踏步不往前看，站
得高才能看得远，一定要有机会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他说，“篮球对
于这群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随着乡村
体育教育的不断提升，学生们正向着更大的舞
台奔跑。” （新华社太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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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记住医护“亲人”
王 珉

新华社东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王子江）东京
奥组委 10 日宣布，在福岛举行的棒球和垒球比
赛以及在札幌举行的足球比赛都将禁止观众入
内，这样允许观众观看的奥运会比赛只剩下场
地自行车和足球两个项目，赛场只剩下三个。

东京奥组委当天发表声明说，福岛县政府
前一天通知奥组委，考虑到日本全国的疫情形
势，也借鉴其他地区采取的防疫措施，他们已经
决定在福岛县举行的所有奥运会赛事将不允许
观众入内。奥组委只能“遗憾地”接受了福岛县
的决定。

另外，东京奥组委表示，在札幌巨蛋体育场
举行的奥运会足球比赛也将闭门举行。

东京奥组委同时确认，在宫城县和茨城县
举行的足球比赛，在静冈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
比赛，仍将允许观众入场观看。这意味着东京
奥运会允许有现场观众的赛场只剩下三个。其
中茨城县的足球比赛只允许学生入场。

对于在公共道路上举行的比赛，如在札幌
举办的马拉松和竞走比赛，在静冈县举行的公
路自行车赛和山地自行车赛，东京奥组委也要
求民众不要前往观看。

作为 2011 年海啸地震和核泄漏打击最严重
的地区，福岛本来是东京奥运会最受瞩目的地区
之一，东京奥运会也被日本方面称之为“复兴奥
运会”，象征灾区的重建。福岛的吾妻棒球场将
作为棒球和垒球赛场举办多场重要比赛，其中卫
冕冠军日本垒球队将在 7 月 21 日迎战澳大利亚
队，日本棒球队将在 28 日与多米尼加队交锋。
所有比赛将只能在没观众的情况下举行。

7 月 8 日，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达成协
议，东京地区以及周边千叶、埼玉和神奈川三县
所有场地的比赛都将闭门举行。

新华社成都 7 月 12 日电（记者童芳）“妙笔生
花——考古绘图展”日前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揭幕，让观众于细微处观赏文物，了解历史。

此次展览着眼于考古研究中较为“冷门”的
工作——考古绘图，展出绘图作品约 70 余件

（组），使观众了解考古绘图的常识、技法和意
义，体会考古人的工匠精神。

考古绘图，即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勘测、细
心观察，同时借助专业工具，使用绘图技法，记
录遗址面貌、文物器形、大小、纹饰、位置等原始
信息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一处遗址的整体结构、内部情况
难以通过拍照直观呈现，出土文物也可能因为
刻痕细微、锈蚀、埋藏环境等因素导致纹饰不清
晰，而这些正是考古研究中判断文物年代、分析
文化源流的关键信息。因此考古绘图便应运而
生，它用简明精确的线条为遗迹和文物“拍摄标
准照”。

此次展览精选了良渚遗址、三星堆遗址、金
沙遗址和四川其他时期重要文物的线描图。其
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的作品清
晰展现了良渚的神人兽面图案。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专业考古绘图师罗泽云笔下的三星堆
出土文物线图是首次集中展示。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卢引科的作品，复原了遗
迹最初的样子，堪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展览期间，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将举办“考古
绘图师成长记”暑期活动，内容包括看展览、上
拓展课、学绘考古图，邀请考古学家、考古绘图
师等开展导览和讲座活动，同时系列考古绘图
科普书籍也在金沙文创商店上线。

于细微处见历史：
来金沙看考古绘图

东京奥运会允许观众
入内的赛场只剩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