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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政府对
外消息指，中国国庆节、中秋节期间，来自敦煌研究院、西北
大学、兰州大学的 10余名专家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持续
修复“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

官方称，为抢救和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2018
年，鄂托克旗政府委托敦煌研究院组织实施阿尔寨石窟壁
画保护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 10座石窟的壁画修复保护，共
修复壁画面积 250.63平方米。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
窟，现有 65个洞窟、22个浮雕石塔等遗存，其中 41个洞窟
保存完好，洞窟内壁画绘有蒙古包、骑射、狩猎和丧葬习俗
等场景，是中国草原地区唯一的集寺庙、石窟建筑、摩崖石
刻造像、壁画、雕塑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草原
敦煌”。

阿尔寨石窟壁画修复服务采购项目现场负责人孙军永
9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阿尔寨石窟壁画修
复服务采购项目完成了阿尔寨第 28窟的壁画病害修复工
作，相关工作已转入第 32窟。

“我们首先对第 32窟壁画进行现状调查，拍摄壁画修
复前照片并绘制现状图。然后开始对第 32窟壁画的病害进
行修复。”孙军永告诉记者，在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严格遵
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介入、最大兼容”的原则，按照
病害类型、特征及严重程度分步进行。

阿尔寨石窟研究院院长莫日根其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介绍说，阿尔寨石窟因所处自然条件恶劣，对壁画修复可以
延缓壁画衰退，使壁画实现长时间保存。(据中国新闻网)

“时代报告剧”是国家广电总局
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以较快速度创
作、以真实故事为原型、以纪实风格
为特色的电视剧作品，以反映现实生
活为己任，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善
美为创作目标。

《在一起》作为时代报告剧接力
的第一棒，全剧十个单元均由国内现
实主义创作领域最优秀的编剧、导演
担任主创。回顾过去的 7个月，从策
划剧本、邀请幕后主创、组织演员到
多个剧组同时“反季节”拍摄，都是在

“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下推进，尤
其是十个单元故事既彼此独立又要各
自精彩，并不容易。

首先，作为电视剧的叙事方式，
两集为一个单元的短篇幅很难叙述
出一个完整、跌宕起伏又打动人心的
故事；其次，突出不同单元故事之间
的风格与特色，避免带来观看疲劳，
也成为一个难题。因此，全剧统一在
纪实风格的基础上，又力求呈现出丰
富的类型特色和鲜明的风格。有相

对冰冷客观的《救护者》和《生命的拐
点》，也有非常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
《摆渡人》和《武汉人》，还有相对温暖
明亮的《我叫大连》和《方舱》……尤
其是《救护者》，长镜头之流畅、医疗
细节之严谨、现实环境之还原都备受
好评。

谈及拍摄感受，导演曹盾说：“这
次拍摄《救护者》，需要我们在很短的
时间里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参考医
生给我们提的建议，哪怕一个细小的
动作、一个操作流程都必须符合专业
标准。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但是最
终我们都克服了。”整部剧呈现出的
纪实风格，也源于主创们在前期进行
了大量的采访调研。在剧本集中创作
的三四月份，编剧六六冒险进入武汉
采访并收集素材，其他编剧也通过远
程采访等方式对大量抗疫一线的工作
人员进行访谈；主演靳东、陈数等都
与原型人物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最直
观的感触成为他们在塑造角色时的珍
贵情感体验。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还原十个真实的抗疫故事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从春节假期的至暗时刻、人心惶惶，到国

庆假期的熙熙攘攘，一切如常，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应运而生。该
剧由国家广电总局全程组织指导，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湖北省委
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大力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和耀客传媒、尚世影业共
同出品，从 2 月份筹备到 9 月底播出，再到 10 月 8 日收官，无论是热度还是口
碑均表现不俗。

电视剧《在一起》由《生命的拐点》
《摆渡人》《同行》《救护者》《搜索：24小
时》《火神山》《方舱》《我叫大连》《口罩》
《武汉人》十个单元故事组成，全部取材
于抗疫期间的真人真事，从普通人的视
角，以克制内敛、真实还原的镜头风格
复刻了“虽熟悉但又陌生”地发生在抗
疫过程中的故事。

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整
体风格以小见大，每个单元故事的主角和
其他角色群像包括了武汉本地医护工作
者、各地援鄂医疗队、外卖小哥、志愿者、
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解放军医疗队、广
大武汉居民等。很多角色并不是在疫情
期间做出了丰功伟绩，他们只是在履行着
本职工作，但他们就是涓滴汇海的中国力
量，他们既是小人物又是大英雄。

《在一起》制片人孙昊介绍：“剧中
绝大多数故事均有原型参照，取材于疫
情期间各行各业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
件。”《生命的拐点》单元中张汉清的原
型为患有渐冻症依然战斗在一线的抗疫
英雄张定宇；《同行》单元中乐彬的原型为
曲线回鄂参与救援的感染科医生朱彬；《摆
渡人》单元中辜勇的原型为疫情暴发初期
无数选择贡献自己微薄力量的普通人，他
们是奔走在城市里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
志愿者的合体；《火神山》中陈如的原型是
曾在火神山医院奋战过的陈静护士长。

其他角色的故事也同样是我们曾
在新闻报道中听闻过的感人事迹。《生
命的拐点》中，谭松林和柳小可夫妇，原
型是金银潭医院的涂盛锦和曹珊夫妇，
他们为了方便工作，避免传染家人，曾
在车里住了 23天；儿子救治期间，一直
陪护在侧，得知儿子去世后，提出捐赠
遗体供医学解剖的老母亲；还有为方便
工作剪去长发的女性医护人员……

《在一起》通过一个个真实又感人
的故事，讴歌了疫情期间无数普通人牺
牲小我、牺牲小家、成全他人、成全大家
的奉献精神，致敬了他们为抗击疫情作
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的创作，是
一场中国影视力量与时间的赛跑。创
作团队从今年 2 月的火速成军，到 4
月第一个故事开机、5月与 6月的集中
拍摄，再到 8月的全剧杀青——历经
了 7个月艰苦而又充满激情的创作。

尤其是在拍摄《我叫大连》和《武
汉人》单元时，正值北京疫情反弹，在严
峻的防控形势下，剧组一方面要克服防
控工作带来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要做
好剧组内的疫情防控。

《在一起》是现实与艺术的高度
融合，通过镜头展现真实、平凡与感
动，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朴实而感人的
抗疫故事，“真实”成为被观众讨论最
多的共识。《武汉人》《摆渡人》等单元
选择以基层社区工作者与外卖小哥这
些最普通的人为主角，在疫情期间他
们可能并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这
份特殊时期的无私坚守、互爱互助，
恰恰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注
重用细节塑造人物，打动观众，也是

《在一起》的另一大特色。
孙昊介绍：“为符合抗疫期间医

护人员的真实状态，剧中饰演医护人
员的演员选择素颜出镜，脸上的口罩
和护目镜痕迹甚至清晰可见，不刻意
煽情，却又能让人潸然泪下。”

除展示剧中人物勇敢、善良的一
面，《在一起》还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
他们作为普通人面对疫情，会害怕、
想逃离、有情绪、有脾气的真实一面，
人物更加鲜活立体。

作为一部“短平快”的时代报告
剧，在创作推进过程中，《在一起》也
不断根据疫情的发展和最新的情况进
行调整。《我叫大连》单元，原型人物
在近期大连出现零星病例时再次加入
到抗疫一线的战斗中，剧组为此专门
在关机后又加拍了“重当志愿者”的情
节；《口罩》单元，将全剧的故事线延伸
到“复工复产”的阶段，最大化体现了
抗疫的实时进展。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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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
已完成10座石窟壁画修复保护

10月10日，参观者在马克·夏加尔中国首展上观展。
从 10 月 9 日起，马克·夏加尔中国首展在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馆廊坊馆开始展出，展览共展出 155 件作品，涵盖油
画、水彩画、水粉画、坦培拉、蚀刻版画等艺术形式。展览横
跨 1925 年到 1981 年将近 60 年的时空，展现艺术家贯穿其一
生的永恒主题——爱、乡愁以及深植于民族特色的信仰。
展览将持续至2021 年1月18日。

马克·夏加尔是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
师。他历经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的实践与
洗礼，发展出独特的个人绘画风格，在现代绘画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 新华社发

出生于 1961年的白日有是当地考古
队公认最具有“实战经验”的资深考古技
工。他参与过本地泥河湾石沟遗址发掘，
曾在安徽找寻商周时代重要考古资料，去
过陕西进行旧石器调查，在天津修复过汉
代陶器。发掘、钻探、拓片、修复，老白几
乎掌握了考古工地上所有技术活。

白日有说，自己走上考古之路源于一
次偶然的机会，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找到
了自己坚持的事业。

“1991年一次放牲口时，我无意间发现
了一块化石。因为当时不懂，就没太在意，
以为只是普通的石头，后来有考古专家来
调查，才得知那是大象的头骨化石。”白日有
说，脚下的土地上居然有文物，这感觉太新
奇了，一下点燃了自己对文物考古的浓厚
兴趣，1992年他正式走上了这条路。

据泥河湾管委会文物与环境保护局
副局长孙永春介绍，农民考古技工们没有
高学历，但却有着“硬本事”。他们活跃在

考古现场，在文物发掘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农民考古技工可以协助考古专家对
古代遗迹进行调查、勘探、测绘、记录、整
理等，有的还可以完成器物修复工作。”
孙永春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原研究员卫奇评价这些农民技工是捕
捉旧石器的好“猎手”，只要有石器就逃不
脱他们的火眼金睛。

正因如此，每当有重大考古发掘活动时，
都能在队伍中看到这些“土专家”的身影。

“在大项目开工前，都要先进行考古
勘探。我在 20世纪 90年代曾跟着中科院
考古专家卫奇到三峡地区做调研，那次用
时近 4个月，主要目的是发掘旧石器。”白
日有说，当时自己所在小组的 6名成员中
有 4名是农民技工，全组共发现了 30多处
旧石器遗址。

有活儿就考古、没活儿就种地，这就
是很多农民考古技工的日常。论收入，田

野考古远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多。但在采访
中，记者感受到，因为热爱，他们对这项工
作异常执着。

田野考古是一件辛苦活儿，农民技工
们每天在野外作业 8小时左右。夏季烈日
暴晒，衣服分分钟里外全湿透；冬季寒风凛
冽，手指总被冻得麻木僵硬。条件虽艰苦，
但他们却乐在其中。

泥河湾遗址群属于大型旧石器考古
文化遗址群，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国家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自 20世
纪 20年代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史。据
统计，截至 2019年底，泥河湾遗址群已调
查发现或发掘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不同时
期和新石器时代遗址近 400处。

这些农民考古技工们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扎根田野，为考古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会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继续这份我热爱
的事业，直到我干不动为止。”白惠元说。

（据新华社）

记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于今年
3月至 8月在山西省吕梁市信义遗址主要揭露了 12座庙底
沟二期 (距今 4800年至 4300年)房址，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为探索史前中原与北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及不同建
筑模式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素材。

信义遗址位于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信义村北，面积约
40万平方米，时代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2020年 3月至 8
月，为配合国道 209改线工程吕梁新城区段建设，山西省考
古研究院联合吕梁市文物调查考古勘探队，对遗址内 1600
多平方米进行了发掘。

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民族融合研究所副所
长赵辉介绍说，本次发掘共揭露房址 13座、灰坑 5座、陶窑 1
座。根据出土陶器和测年数据，确定其中 12座房址、5座灰
坑、1座陶窑为庙底沟二期的遗迹，剩下一座房址为龙山时
期的遗迹。

据了解，此次信义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的房址和灰
坑出土陶器主要有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敞口浅腹盘、
圆腹罐、折沿盆、陶豆、陶杯等，未见斝、釜灶和鼎等器类，与
以陕晋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典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差别明
显，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

赵辉说，信义遗址发现的房址全部为土构建筑，每座窑
洞前都有一个活动空间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路面，构成一
个完整的小型聚落。这种居址形式与河套地区流行的石构
建筑完全不同，形成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特色
鲜明的两大建筑传统。 （据新华社）

山西吕梁发现
庙底沟二期窑洞式房屋

活跃在“东方人类故乡”泥河湾的农民考古队
“哪块是石头，哪块

是石器，可能普通人看起
来都一样，但我们一眼就
能分辨。”在河北省阳原县
泥河湾遗址群一处古人类
文化遗址——马梁遗址，
几位农民考古技工正在紧
张忙碌着，有的专心致志
地清扫土层，有的一丝不
苟地测量记录。

泥河湾遗址群，拥有
国际地质考古界公认的第
四纪标准地层、丰富的哺
乳动物化石和人类旧石器
遗迹，被誉为“东方人类的
故乡”。在这里，一些原本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常年扎根田野，
积累了丰富的调查和发掘
经验，组成了一支农民考
古队伍。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剧照。

10月10日拍摄的抗疫主题音乐会《献给2020》现场。
10 月 10 日晚，抗疫主题音乐会《献给 2020》在北京保利

剧院上演，由此拉开第 23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序幕。本届音
乐节最大特色是线上线下 240 余小时不间断呈现，成为全球
古典乐坛的一次探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