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被称为“私人珍藏最大宗乾隆
御制诗文稿”的一批文物在北京展出。

记者了解到，这些“乾隆御制诗文
稿”包括六十四纸和一本《崇庆皇太后八
旬万寿祝寿颂词册页》。其中涵盖经筵
御论、颂、记、赞、砚铭等多种文体；题材
包括读书评史、时政纪事、景物寄情、器
物赏析、书画题咏。

此前有网友看到这些诗文稿时就大
呼“字真好看”。

虽然乾隆皇帝确实写得一笔好字，
但要说明的是，诗文稿中的字迹可并不
都是他亲笔所写。

策展人李移舟就直言，这些诗文稿
包括乾隆皇帝亲笔的朱笔御稿和他在墨
稿誊稿上进行的朱批修改。

以此次展出的“乾隆御制文《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硃稿一件及墨稿硃
批一件”为例，其中的红字部分是乾隆的

亲笔，是用朱砂所写的原稿或修改，黑字
部分是词臣将皇帝原稿誊写而成。

该稿再现了乾隆皇帝从硃稿，经墨
稿朱批，再到最后墨稿成文的全过程。

因此，一纸“乾隆御制诗文稿”完全
可能只有几个字是乾隆皇帝亲笔所写。

而所谓“乾隆御制诗文稿”，我们也
并不能直接判定就是乾隆皇帝所作。其
中不乏臣子誊录的字迹，也存在代笔的
可能，但其中的朱批一般认为均是皇帝
手书。

像此次展出的“乾隆御制诗《题黄
鼎岁朝图》硃稿”，是红色笔迹，应为皇帝
亲笔。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创作时修改
推敲的痕迹。

同时，由于这些“硃稿”均非正式成
稿，反而更能体现其书法的洒脱之处。
这与臣子誊写得工工整整的馆阁体相
比，显然更具个性。

“乾隆御制诗文稿”中，字不一定是
乾隆帝的字，诗文作品又是否均为乾隆
帝原创呢？

要知道，乾隆一生写过 4 万多首
诗。按大多数人的印象，他还要批阅奏
章、处理军国大事、鉴赏书画……真的有
时间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还亲自推敲修
改吗？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曾将其早年诗
文作品集结成《乐善堂全集》，共四十卷，
其中的诗作最多，占半数以上。可见乾
隆帝年轻时已有不少作品。

刚登基的乾隆帝在《乐善堂全集》
序中表明，这本全集收录的都是其学习
心得，反倒是登基以后的著作可能会有
代笔之作出现。

因此，坊间野史素有传闻，一些大
臣曾为乾隆皇帝代笔写作“御制诗”。

这些说法让乾隆皇帝的海量诗作

在历史中渐渐模糊，甚至让人对 4万多
首这个数字产生怀疑。

几年前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解答
这一问题的希望。

2014 年，多家媒体报道，故宫博物
院新发现两箱乾隆皇帝的 2.8万首御笔
诗，正在清理。时任院长的单霁翔介
绍，其中既有御笔稿（朱笔），也有大臣
誊写稿（墨笔）。将此发现与过去库房
里 1.7万多首乾隆诗作相加，数量达 4万
多首。

这样来看，在写诗这件事上，乾隆
皇帝确投入了相当精力。

具体到此次展出的这批文物，策展
人李移舟介绍，其中可以看出乾隆从创
作到批改、增删的过程。而大臣在其中
可能要起到的作用则是核对典故，或在
誊抄过程中修改细节等。

至于乾隆帝的 4万多首诗中又有怎
样的故事，还有待于对更多文献的进一
步解读。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侗画馆，侗画艺
人吴凡宇在花瓶上画侗画。近年来，广西三江县积
极引导、支持三江侗画艺人拓宽侗画创作发展思路，
丰富侗画文创产品种类，创作出含有侗画特色的雨伞、
花瓶、水杯、碟子等产品，促进侗画从业人员增收。

新华社发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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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香的另一个身份，是学校
古籍修复中心的技术负责人。这
个中心如同一个平台，一头连接课
堂与教学，一头面向市场。

走进中心，如同走进一个大型
手工作坊间。来自贵州博物馆委
托的馆藏文物——一批诞生于上
世纪 20年代的烈士书籍和家书，由
于保存条件所限出现破损残缺。
清洗、测试、补齐、剪裁，它们经过
一道道程序得以被修复。

该中心除了 18名专职修复师
外，根据工作量和复杂程度，还会
请来行业专家指导，并吸纳年轻教
师、高年级学生参与，耗费时间最
长的一件文物修复历时一年多。
2005年该中心建成以来，已承接修
复全国各地文物超过 1万件，包括
国家一级文物。

“非遗保护是活性保护，要留
得住更要用得上，要坐得住冷板凳

也要在应用中检验效果。”许继香
说，这些实践经验第一时间都应用
到了教学中。

艺术设计专业非遗文创产品
设计三维软件课上，四年级学生杨
玉宸正在设计一款耳麦。在她看
来，非遗可以很时尚，帆布包、太阳
伞等物品都可以当做创新的对象。

“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我们
进行项目化教学，以企业项目促学、
以赛促学，让教学面向市场。”该专
业的授课老师王甜甜说，非遗要有
持久的生命力，首先要让年轻人愿
意学、喜欢学。因此，不论是产品本
身还是教学方法，都要不断创新。

朱国美介绍，近 20年以来，该
校已培养了 700 余名非遗专业人
才，其中超过半数仍活跃在这一行
业，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成为非遗
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力量。

（据《人民日报》）

年轻人爱上古籍修复

学生在上古籍修复课。

课程有古籍修复、书画装裱，课堂像手工作坊，还有机会修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江
苏南京非遗专业学院创新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技能，成长为非遗传承

的重要力量。
淡淡的糨糊味、清脆的锤击声、细微的翻纸声……走进教室，如同来到一个手工作坊，

时间也仿佛放缓了脚步。
这是江苏省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的纸质文物修复课课堂，20 多名文物修复与

保护专业四年级的学生正在上课。为何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如此特别？这要从学校
的另一个名字说起：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

“我国现存古籍众多，大量需要
修复，然而古籍修复从业者大多年
事已高。”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
专家、纸质文物修复课的首席教师
邱晓刚说，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刻不
容缓。

莫愁中专校长朱国美介绍，学校
2001年在全国首次开设古籍修复专
业。起初，校方一度担心专业冷门。
没想到，中专班第一年开班招生 22
人，此后多年都是考生报考的热门专
业。3年后，学校将其升级为五年一
贯制高职班，以便更加全面地融合理
论和实操课程。

现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
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的许多学者、修复专家，
都陆续走进课堂，为该专业学生
授课。

邱晓刚的助手许继香是莫

愁中专第一届古籍修复专业的毕业
生，也是纸质文物修复课的主讲老
师。“我会先为学生介绍理论，什么
叫古籍、破损情况有哪些等。触摸
到纸张之前，学生要先观察修复图
片，学会制作起子、镊子、浆碗等工
具，并掌握传统抄纸的技能。”许继
香说。邱晓刚在讲课时，则侧重传
授应对脆化、酸化、虫蛀鼠咬等各种
损坏的“独门秘籍”。

10 多年来，古籍修复专业逐步
扩展为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下设古
籍修复与装帧、书画装裱与修复、陶
瓷修复与制作 3个专业方向，同时开
设非遗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工艺
大师将绒花、金箔、云锦等制作技艺
搬进课堂。

2017 年，南京市以莫愁中专为
依托，挂牌成立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业学院。

传
授
技
艺

古
籍
修
复
走
进
课
堂

搭
建
平
台教

学
实
践
面
向
市
场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等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将于5月28日上映。

《岁月在这儿》以新影厂几代纪录电影人拍摄的珍贵
纪录电影镜头为素材，从 50万分钟的珍贵影像资料中精选
出来，最后保留下来的都是每个时代最有特点的记忆，反
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姓生产、生活的变化。

纪录片的时间跨度从 1948年的“三大战役”到 2019年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编年体的方式，首次曝光共和国大
量珍贵影像，记录了党、国家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岁月。
其中有许多鲜活真实的影像画面，整修天安门广场，安徽
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中国女排拿下世界杯冠军，
老舍、巴金等现身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春节大联欢，1998年
抗击洪灾等。 （据《北京青年报》）

从50万分钟珍贵影像资料中精选出时代记忆

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
留住了中国的“根”

据新华社北京电 电视剧《百炼成钢》日前杀青，将于6月
底播出。以党史为“经”，以音乐作“纬”，通过多首经典歌
曲进行写意表现，为此剧重要艺术特色。

总导演毛卫宁日前在京介绍，电视剧《百炼成钢》分
《国际歌》《万里长征》《黄河在咆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最可爱的人》《歌唱祖国》《为希望祝酒》《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8个单元；重点着墨的人物中，既有李大钊、毛泽
东、周恩来、瞿秋白等重要革命先驱、领袖和英烈，也有钱
学森、邓稼先等为新中国各项事业无私奉献的功勋人物和
普通建设者，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和辉
煌历程。

电视剧《百炼成钢》：

以歌咏史再现建党百年辉煌

近日，由福建省歌舞剧院等单位共同编创的情景交响
音诗《风展红旗如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以苏
区故事和湘江战役为背景，通过交响乐、合唱、舞蹈、情景
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巧妙结合，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福建三明苏区儿女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展开艰苦卓
绝革命斗争的感人故事。 新华社发

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真的都是他自己写的吗？

在互联网时代，乾隆皇帝一直是“网红”般的存在。除了“迷之审美”，他还有一件事
被很多网友关注，那就是——喜好写文作诗。

有数据显示，乾隆皇帝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但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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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制诗《阿桂奏报荆州被水缘窖金洲涨沙激水之故诗以志愧》墨
稿硃批，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

故 宫 博 物
院 发 现 的 保 存
着《乾 隆 诗 稿》
的雕漆大箱。

展览现场。

乾隆御制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硃稿、墨稿朱批。

据新华社北京电 考古题材文化项目《何以中国》近日
在京启动。这是一部立足于考古实证、历史演进、文明溯
源的纪录片。

纪录片将多角度探索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环
境、地理、精神与宗教，深入挖掘考古遗址和文物遗存背后
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

据介绍，《何以中国》的摄制团队将亲临国内各大史前考
古遗址和博物馆，真实记录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纪录片也
将采用高科技手段让古代中国的场景再现，让文物“复活”。

据悉，该纪录片将分两季，预计 5月起开始拍摄，并于
今年四季度上线播出。

考古题材纪录片《何以中国》
将聚焦探源中华文明

（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