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108将已画了一部分，根据工笔画的白
描人物创作了此系列。”山西省太原市，“95后”女孩史
钊碧将四大名著、热播电视剧中的人物画在卫生纸上，
拍成短视频发布网络受到关注。目前，她已完成“卫生
纸画作”30余卷。

史钊碧是一名自由画者，在她的家里，墙面随处可
见她创作的各种类型绘画作品，记者在一张大书桌上
看到了她创作的一卷卷卫生纸“连环画”。

史钊碧告诉记者，10年前，她上幼儿师范学院时
接触美术并爱上画画。今年 5月，她无意中看到网上
一幅百鸟图，觉得很有趣，便开始将“80后”“90后”记
忆中的卡通人物、电视剧人物形象等画在卫生纸上。

卫生纸上作画对纸巾要求较高，史钊碧选择的是
一种比较平整，没有任何纹路的卫生纸，画笔也分为两
种，较粗的笔适合画人物轮廓，细笔完善人物五官等细
节。“卫生纸材质特殊，用力太重会戳破纸，太轻线条不
连贯。”史钊碧说，卫生纸上画画最难的是需要一笔成
形，没有办法修改。“在卫生纸上作画需要很大耐心”。

为一次性画好每个人物，将人物细节体现出来，每
个人物需花费近 1个小时才能完成。“每一个人物需要
画十几遍，甚至二十几遍。”史钊碧坦言，这对她自己来
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作品完成后，史钊碧会将
其放到透明的箱子里，存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保存，避
免阳光直接照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虽然有时候一直坐着画画很枯燥，但我很享受这
个安静的过程。”史钊碧说，她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社
交平台后，会有一些人提出质疑，但更多的是一些温暖
的鼓励，“有很多人支持我，我就一定会坚持画下去。”

（据中国新闻网）

卫生纸上的“连环画”：

人物需画近20遍

继 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和 2020年的《我和我
的家乡》后，该系列第三部影片《我和我的父辈》定档今
年 10月 1日上映。

《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我和我的家乡》以
空间为轴，《我和我的父辈》则以世代为章，聚焦每一个

“小家”生命延续的故事，追忆 4个不同时代的集体回
忆，诠释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情，以及父母与子女间最
深切的情感羁绊。预告片中，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
4位导演集体亮相。吴京执导的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
涉及大量骑马的戏份，技术难度大、风险指数高。章子
怡则素颜亮相饰演一位母亲，她表示：“我们是在用真
挚浓郁的情感，来表达对父辈们无私奉献的敬意。”徐
峥是唯一一位执导了这三部系列片的导演，谈起自己
的三度创作，他表示自己导演的这部分戏，把视角放在
了改革开放这个创新的年代，希望释放出一种情怀。
首次担任导演的沈腾则表现出严肃认真的一面。他表
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将多年的喜剧经验呈现在银幕
上，给观众带来新的欢笑。 （据《天津日报》）

《我和我的父辈》定档国庆节

聚焦“小家”故事
诠释伟大亲情

日前，在荷兰乌得勒支的一所博物馆，视觉障碍人
士触摸艺术品。

这所博物馆举行名为“盲点”的展览，展出艺术家
创作的可用触觉和嗅觉感知的作品，让视觉障碍人士
通过特别的方式欣赏艺术。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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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一直有一批国际友
人关注着延安。《不远万里》（第 27集）讲
述了一批外国友人与延安的故事。比
如，马海德、白求恩、林迈可，他们不远万
里来到延安，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观察延安》（第 37 集）更直接通过
卡尔逊、史迪威、谢伟思对延安与中国共
产党人的印象，以第三只眼睛看待红色
中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特殊记忆。

其实，对于一批手持照相机和摄影

机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两种前途与命
运早已写就。《红色中国纪事》（第 40集）
将会讲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战地
记者卡帕、美国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法国摄影家布列松在中国的故事。他们
已经看出新的纪元就要开始。

《山河岁月》是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
一部红色纪录片，也是展示人物最多的一
部纪录片。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山河岁
月》努力还原关键场景、解读重要人物。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土地诗篇》主题宏大，
但导演选择以几位外国友人的视角，讲述
了 70年前那场伟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土地
改革运动。那一年，几位外国人也参加
了中国的土改运动，为我们留下了两部
在西方很有影响的著作。韩丁的《翻身：
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伊莎白·柯鲁克和
大卫·柯鲁克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
革命》，他们努力梳理同一个问题：共产党
如何让农民获得土地。（据《新民晚报》）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左左）、）、
杨虎城杨虎城。。

白 求 恩白 求 恩（（右右）、）、林 迈 可林 迈 可（（中中）、）、
聂荣臻聂荣臻（（左左））在晋察冀根据地在晋察冀根据地。。

《共产国际最近对中国问题的
决议》。

“山河”代表空间，代表着我们脚下这片生我
养我的土地；“岁月”代表时间，代表着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风雨历程。放眼山河、

回望岁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山
河岁月》第二季在 CCTV-1 综合频道、CCTV-9 纪录频道先后
亮相。第二季共 22 集，每集 25 分钟，将延续第一季风格，依旧
以广阔的视角、生动的细节、真实的影像，描绘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的英雄画卷，展示百年奋斗、百年征程中的感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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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一个发生在 85年
前的故事，仍然在打动着今天的
观众。”第 23集《古城风云》开宗明
义。纪录片娓娓道来，抽丝剥茧，
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杨虎城
与中共接触的经过一一道来，又
对两位将军在西安事变后的悲剧
人生作了客观的叙述。一句“来
生还做张学良”，掷地有声，尽显
英雄本色。

虽没有设问和形式上的作答，
但《山河岁月》通过光影，更通过史
实，努力为观众解答了“共产党人
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走到一
起”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发
动西安事变”这样两个疑问。

《挺进敌后》讲述了八路军东
渡黄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
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
故事。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八路
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
胜利，战斗力正来自坚定的信仰，
来自对人民的忠诚。据悉，从《挺
进敌后》到《白山黑水的记忆》（第
25 集）、《密林中的日记》（第 30
集）、《大江南北》（第 31集），抗日
战争的历史画卷将徐徐展开。

而后，无论是《真正的铜墙铁
壁》（第 29 集），还是《宝塔山下》
（第 32 集）、《军民大生产》（第 33
集），都在讲述着关于延安的故
事。毛泽东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在
这里先行先试。在这里学习，在这
里整风，在这里召开七大。从六大
到七大间隔 17年，许多参加七大
的代表在路上也走了一年半。《坚
如磐石》（第 35集）讲述了七大代
表的故事，也说清楚了为什么通过
延安整风。理解延安整风与中共
七大，就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可以由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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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微博“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发布了四号坑出
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简报。简报展示了最新的铜扭头
跪坐人像研究成果，对 3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初步
判断是：并非单独个体，而是一件大型组合铜器的 3个
构件。坑里发现的条状铜器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通过 X光拍摄图像，初步判断这组人像为模范法
整体浇铸成型。人像双手间与肩部头发缝构成了一个
卡槽，实用性很突出——应该是用来作为大型器物的
支撑底座部件。

值得一提的是，人像所饰纹饰复杂多样，交错V形
纹、羽冠纹、燕尾纹皆为首次发现。青铜人像左右两侧
小腿肚上的羽冠纹，是三星堆祭祀遗存坑迄今出土的
器物中新发现的一种纹饰，代表鸟的形象。由此亦可
见，鸟的形象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很突出的地位，这也
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前考古专家们对于三星堆巨大青
铜树上人面鸟的形象是用来沟通天神与人间的推测。

据简报推测，这组人像所属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
期，他们双手呈现“合十”状平举的姿势，则是为了托举
重物的功能需要，似与祭祀仪式关系不大。它们所属
的复合型铜器或为祭器，但作为底座的人物形象，身份
地位应较低下，并非神职人员。 （据《成都商报》）

三星堆“铜扭头跪坐人像”
到底是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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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古籍修复师：

用匠心“医治”古籍

在残卷中“复活”文明记忆

今天“坐诊”的古籍修复师是年
近 60岁的尹光华，她的“患者”是清朝
古籍《近思录》。

尹光华告诉记者，古籍是书写或
印刷于 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
帧形式的书籍。“纸寿千年，绢寿八
百”，在时间的考验下，古籍很难完好
无损地保留下来，这就需要古籍修复
师去修补那些残损。

尹光华一边介绍古籍修复知识
一边修复《近思录》。桌面上摊着一
张反面朝上的书页，只见她用毛笔蘸
水润湿书页，用小镊子将破损部位舒
展开来，再用毛笔蘸着浆糊，一笔一
笔刷在破损的边缘处。说话时，手下
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小心。随后，她
拿出桌子上经修复后压平的书页，不
仔细找根本察觉不到“补丁”的存在。

暗黄的残页，是时间的痕迹。
尹光华耐得住寂寞，用一双巧手和古
籍修复的匠心，让古老的文字、泛黄
的纸张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类似这样的书页十几分钟便
能修复好，但前期打浆糊要花一些时
间，外面买的浆糊有漂白剂和防腐
剂。”为防对纸张造成损伤，修补时所
用到的浆糊都是尹光华手工调制。
尹光华表示，这些年来，她累积了不
少古籍修复的经验，古籍存在的问
题她凭经验就可判断出来。此外，
她还会抽时间研习古籍，学习纸张
理论知识。

“古籍留存至今，虫蛀、发霉、酸
化、断线等‘伤病’是常态。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修复古籍要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进行修复。”尹光华说，“修旧
如旧”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较为
繁杂，处处都是讲究。每拿到一本古
籍，尹光华首先要查看并记录破损情
况，同时制定修复方案，再据方案对
古籍进行清洗、配纸、修补、锤平、去
边、压实、装订……整个过程前后有
几十道繁琐工序。“几十道工序，每一
道都小心翼翼、屏息凝神。”尹光华笑
言，一个喷嚏、一次深呼吸，都可能让
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古籍修
复容不得任何失误。

尹光华表示，一本破损严重的古
籍，要耗费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彻底

“复原”。而在 40多年时间里，她先后
修复了 1991年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出
土的 5.74米长的佛经长卷和《吉祥遍
至口和本续》等一批珍贵的古籍藏
书。如今，仍有一大批古籍“等”着她
妙手回春。

“有些书再不修就灰飞烟灭了，
我要尽可能地修复它，让它活得更久
一点。”她告诉记者，全国约有 5000万
册古籍，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修。“未
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修复更多
濒危古籍，进而为这些文化瑰宝中蕴
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永续利用、薪
火相传贡献一份力量。”尹光华说。

（据中国新闻网）

慢 工 出 细 活 ，
修书亦修心。古籍
是文化的承载，岁
月的见证。古籍经
千百年的保存，残
破不可避免，破损
严重的古籍千疮百
孔，纸散字碎，无法
翻阅。那么，如何
让这些残破的古籍
得以继续保存呢？
日前，记者走进宁
夏图书馆，探寻古
籍修复的秘密。

尹光华查看修复后的古籍。

尹光华在修复古籍。

近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设计
小镇内的东方艺珍（北京）设计园建设完
成，园内布置了 10 个展示体验厅及 1 个直
播基地，花丝镶嵌、景泰蓝等“燕京八绝”
非遗技艺悉数亮相。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
观摩精美工艺，还可以上手体验制作环
节，在参与中了解、传承非遗。图为非遗传
承人展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据《人民日报》）

日前，中外考古学家对 2020年发现于
山西省大同市的一例北魏时期 (公元 386
年-534年)“拥抱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生
物考古学研究，该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权
威考古学期刊国际骨考古学杂志上。

据介绍，该墓葬是一座同穴单棺合葬
墓，男性墓主身体向左侧卧，面向左侧，右手
搭在女性墓主腰部，将女性墓主环抱在怀
中；而女性墓主身朝右侧男性墓主，头枕在
男性墓主的肩部，左手自然扶在男性墓主腹
部，左腿微微弯曲，且左手无名指处戴有一
枚银色素面指环。通过骨骼分析发现，男
性墓主的右臂存在未愈合的感染性骨折创
伤，而女性墓主的骨骼则较为健康，两位墓
主紧密拥抱在一起，姿态自然、动作舒展。

该项研究成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馆员侯晓刚、吉林大学教授张全超、厦门
大学副教授张群、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
教授王谦等多个单位的考古学家共同合作
完成，是生动反映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背景
下人类生死观、爱情观等社会思潮的具体
物化证据，体现了生物考古学研究在阐释
人类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潜力。

（据中国新闻网）

考古学家发现北魏时期
最完整的“拥抱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