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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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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圆明园银杏大道上的拾光买卖街，雕梁画栋的建
筑、充满老北京风味的店铺、还原古代街景的通景画和光

影戏台，再现了百年前圆明园同乐园买卖街的繁华景象。
游客可以在入街口茂源号“祈五福”，在华服斋试穿古

风服饰，在清音阁茶楼欣赏相声曲艺表演，还能体验制陶、
制篆香等传统手工艺。逛街累了，不妨到拾光咖啡厅小憩
片刻。“咖啡厅里的欧式家具和装饰品都是专门定制的，力
图给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

200多年前，乾隆皇帝就是在西洋楼里品西餐、赏美
景。”拾光买卖街市场营销总监楚涛介绍，屋顶的画作仿自
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的作品，脚下的地砖复刻了圆明园出土
的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纹砖。靠墙的一面设计成巴洛克风
格的连廊，透过拱形“窗户”，可以欣赏西洋楼海晏堂外的
四季美景、晨昏变换。

“御园莺歌”光影互动空间复原了圆明园四十景中“镂
月开云”与“曲院风荷”的景观，手指轻触墙上的动态光点，
荷花瞬间绽放，仙鹤振翅飞翔。“千机圆明”沉浸式飞行体
验空间利用裸眼 3D技术，重现了巍峨宫城、秀美园林，揭
示了西洋楼水法千机万巧的奥秘。

“除了拾光买卖街，公园里还有 720度穿越飞船、圆明

灵境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胡晓莹说。720度穿越飞船带游
客穿越时空，游览圆明园，亲历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在高
度沉浸的体验中了解圆明园的前世今生。圆明灵境依靠
VR、AR、数字光影等技术，立体展现了圆明园盛时美景，让
游客深入领略园林艺术与传统文化之美。

为了给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圆明园遗址公园每年
举办新春游园会、踏青节、荷花节、金秋游、冰雪季，并推出各
类文化活动。不久前落幕的 2024年“圆明园里过大年”新春
游园会，打造了“吉福纳春—博物馆大观”“五福临门—品牌老
字号”“百福具臻—新春市集”“千福云集—宫廷游艺”“万福同
春—新春大舞台”五大特色活动区域，给广大游客带来了难忘
的美好体验。3项大型宫廷游艺装置——转云游、西洋秋千
和烟火盒子将长期保留，成为圆明园内独具特色的游乐设施。

“圆明园遗址是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历史见证地。”北
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邱文忠说，“在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

‘打开历史’的新方式，通过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方式，为游
客带来新鲜生动的感官体验、酣畅淋漓的文化享受，让圆
明园的遗址和文物活起来、传开去，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环球时报》）

圆明园遗址公园：

“万园之园”重现光华

法国文学家雨果曾写道：“请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
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你
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再添
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
鹅、朱鹭和孔雀。”

“‘数字圆明园’项目2009年启动，根据历史
文献、图档、烫样、影像资料等信息，运用数字技
术对圆明园进行虚拟复原。截至今年初，全
园108处景区已完成数字化复原，其中约
2/3的景区实现了精准数字复原，一
些建筑复原精准率达到95%。”北京
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遗址展示
规划科科长胡晓莹介绍，“数字
圆明园”成果已应用于圆明
园移动导览系统中，包括
629项信息、520张景区
复原图和19段复原
视频，让游客能重
睹“万园之园”
的风采。

位于绮春园的
正觉寺是清皇室御用

寺庙，在 1860 年的大火
中，正觉寺因偏于一隅而未

被烧毁，是圆明园现存唯一木
构建筑。圆明园博物馆坐落于

此，2023 年建设完成，于 10 月正式
揭牌。博物馆内现有“传承·守望——

圆明园文物保护成果展”“百年梦圆——
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圆明园石柱回

归展”，系统展示了圆明园修缮复建、考古
发掘、遗址保护、文物修复、流失文物研究与

追索等成果。
为了让更多出土文物重焕光彩，自 2019年以来，

圆明园开展“修复 1860”项目，现已修复瓷器、琉璃构件
等文物 77件。

“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讲述了国
宝回家的故事。马首铜像原为西洋楼海晏堂前的十二生
肖兽首人身喷泉雕像之一，以精炼红铜为材质，采用失
蜡法一次铸造而成。马首造型写实，双眼炯炯有神，鬃
毛毫发毕现，体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准。

马首铜像曾流失海外，2007年现身香港拍卖市场，

被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出资购回。2019年 11月，何鸿燊将
马首捐赠给国家文物局。2020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划拨
至圆明园管理处。马首成为第一件流散海外又回归原处
的圆明园文物，其曲折经历是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我
们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了马首铜像 VR观展栏目，观
众足不出户，就能在移动端 360度观赏马首。”庞晓寒说。

“圆明园石柱回归展”展示了原属于西洋楼的 7根汉
白玉雕花石柱。这些石柱正面雕花以西式番花、贝壳纹
等为主，侧面雕刻的多是牡丹、玉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
统吉祥花卉。这 7根石柱曾辗转于海外多国，2013年在
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展出。经专家鉴定，应为圆
明园建筑构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北京大
学、中坤集团与科德博物馆达成协议，将石柱运
回中国，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活动。2023年 6
月，7根石柱顺利抵京，重回圆明园。

“传承·守望——圆明园文物保护
成果展”最后一个单元以多媒体形式
展示了流失海外和分藏于国内各
处的圆明园文物。点击电子大
屏，文物图片及介绍浮现在
眼前，部分文物还可以实
现 360°观看。

文物重焕光彩

A

“打开历史”新方式

B

圆明园博
物 馆 展 出 的
VR 清 代 马 首
铜像。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3月 16日，安徽九华山风景区
与宁夏区域合作正式启动，双方将携手推动旅居康养产业
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作为安徽青阳县标志性景点，九华山以其壮丽的自然
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遐迩，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游客
前来探访。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茹
介绍，“我们不仅为游客提供基本的服务，更是致力于打造
一个集观光、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面升级旅游
产业，将健康养老与旅居康养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更加
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选择，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
丰富、更加有意义。”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还推出
了智慧工程项目，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现代技术，为
老年游客提供更加便捷智能的旅游服务，使旅行变得更加
轻松愉快。

宁夏和安徽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双方希望借此机会搭建两地文明深度交流的桥梁，促进两地
文化交流礼尚往来，激发更多老年人的兴趣，实现客源互送、
资源共享，共同迎接新文旅时代的到来。启动仪式上，安徽
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中国旅行社与宁夏悦行者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签约，未来将通过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旅游指
南等方式，向老年人展示两地的美景与文化魅力。

宁皖携手开展旅居康养新模式

3 月 16 日，在云南省巍山县巍山古城，工作人员在巍
山小吃节牛头长街宴上展示菜品。

当日，中华美食荟·好味云南——第十一届中国大理
巍山小吃节在巍山古城开幕，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此
次活动将持续到3月24日。 新华社发

3月 16日，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天津工业大学协办的
中华文化节在香港理工大学拉开帷幕。本次中华文化节从
即日起至 3月 27日将举办为期两周的艺术作品展，展览以

“香江海河共文脉，紫荆月季并蒂开”为题，由天津工业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技艺国际传承创新基地邀请八位合作
共建单位的艺术家展出其作品，作品包括天津工业大学郑勇
工作室、津门非遗三绝（泥人张世家、风筝魏、玉成号杨柳青
年画）、合真中华药香、观照轩彩绘陶瓷、葫芦庐匏器、乐器
张等国家级、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图为现场观众
饶有兴致地参观中华文化节作品展。 （据《今晚报》）

中华文化节在香港理工大学开幕

3 月 16 日晚，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中国方阵的花
车参加开普敦狂欢节游行。

2024 年开普敦狂欢节 16 日晚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
拉开帷幕。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华侨华人方阵闪亮
登场，令中国元素在狂欢节上耀眼夺目。开普敦狂欢节源
于 2010 年世界杯，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如今已成为当地一
张亮丽名片。 新华社发

“圆明园石柱回归展”现场。

关于“锦灰堆”的最早起源时间，现
在无准确文献记载。相传是元代与赵孟頫
齐名的画家钱选在一次醉酒后兴起，将当
天散落在饭桌上的下酒菜和吃剩残物，如
蟹脚、蚌壳、莲房、鸡翎、鱼刺等，信手绘制
成一幅横卷，并挥笔题款“锦灰堆”。锦灰
堆这一画种的雏形便由此产生。

“锦灰堆”以工笔画为主要技法，是
融绘画、书法、拓印、篆刻等多种艺术为
一体的、较为独特罕见的中国画。锦灰
堆起初只是画家成画后对剩余笔墨的几
笔游戏，通常是对书房一角的随意勾勒，
翻开的字帖、废弃的画稿、参差的秃笔
等，杂乱无章、层层叠叠挤入画纸，看上
去像是字纸篓打翻了，所以又叫“打翻字
纸篓”。创作“锦灰堆”，一般是在画纸上
先框定轮廓，形状不拘，然后就重点设计
摹画若干重叠交错的小事物，诸如旧书
的残页、揉皱的画幅、发黄的报纸，甚至
门券、邮票等。只要上面有书有画即可，
而且大多还是破烂的面貌，活像灰堆里

拾出来的，这就是“锦灰堆”名称的由来。
与传统主流山水、人物、花鸟等类型

国画不同的是，“锦灰堆”侧重于表现
“破”。其题材小众，集金石拓片、虫蛀画
稿、残编断简等“破裂、火灼、烟熏”等缺
憾美的特征，营造出全新的视觉面貌，有

“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之誉。
“锦灰堆”的创作者需要多才多艺，

诗、书、画缺一不可，需擅长草、隶、篆、印
刷体等各种字体及模仿各家书体；精通
花鸟、山水、人物等各种题材，以及工笔、
写意等各种技法；能篆刻各种印章；对诗
文、碑拓、古籍版本、古器物要有研究；善
于画面布局，对中国画的疏密对比、浓淡
干湿深谙于心，做到相互映衬、平中见
奇。“锦灰堆”绘制过程十分耗工费时，一
般一幅作品需 2个月至 3个月才能完成。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画面和谐，要通
过完整的画面效果反映画家的思想与情
怀，故“锦灰堆”在元代的时候，达官贵族
认为残书破卷难登大雅之堂，使得“锦灰

堆”画种在风行几代之后日趋萎缩。然
而其特殊光芒终究难以掩盖，清代末年
至民国初期又再次流行起来，原因可从
两方面说起。

一是画作背后蕴含着文化精神。在
战火频仍时期，文物屡被焚毁，劫后灰烬
中常有残留的寸书片纸。人们劫后余
生，对残存字迹文物格外珍惜，故而当时
的“锦灰堆”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其所
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满足了人们对逝
去历史的怀旧情结。

二是这种“破”或“残缺”的画作正体现
了画家对残缺美的欣赏。当残缺美出现在

“锦灰堆”中，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作品的不
完整，“锦灰堆”之中的“破”“缺”与“斑驳”
形成了另一种特殊的语
言，通过有机搭配，也能
营造出和谐统一的画面
氛围。

此外，“锦灰堆”表
现了与传统绘画不同的
空间表现意识，追求逼
真幻象，实则也是受当
时的社会形势所影响。
19世纪以来，中国画家
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学习

西方油画写实的明暗透视法，利用中西
绘画技法结合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汇集再现。“锦灰堆”作为国画艺术，
大胆尝试运用西方绘画法则，使画面客
观真实，这是艺术家在创作题材上寻求
突破、积极探寻新的审美内涵的体现。

“锦灰堆”的创作者们在近数十年
中，一直尝试通过用现代艺术手法来拓
展“锦灰堆”的表现形式，这无疑在一定
程度上恢复了“锦灰堆”的艺术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拓展，并
不仅仅是艺术技法的继承，更是文化理
念与审美内涵的延续和开拓。 如今，

“锦灰堆”作品已遍布全国，“锦灰堆”文
创作品也与多行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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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灰堆”：

“颠倒横斜任意铺，半页仍存半页无。莫道几幅残缺处，描来不易得相符”。这
首古诗描写的是我国书画史上一个特殊的画种——锦灰堆。“锦灰堆”又名“八破图”

“打翻字纸篓”等，是以画残破的文物片段堆栈构成画面，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之一。

（据《中国文化报》）锦灰堆《西安城墙》。

日本也有类似于锦灰堆的拼贴艺术。

近日，《2024中国诗词大会》在央视一套开播。新一
季诗词大会节目形式总体上沿袭往届，节目中先进视听
手段的运用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打造出耳目一新的
节目效果。

在视觉表现、科技创新上，《中国诗词大会》一直尝试
用现代技术助力传统文化。首期节目中通过 AI技术制作
大屏素材、XR技术聚焦“九色鹿”“春耕图”等敦煌壁画内
容，用逼真的场景和特效，让赏心悦目的“敦煌春景”在舞
台上活起来。在虚拟技术还原下，敦煌莫高窟壁画《鹿王
本生图》中的九色鹿从壁画中一跃而下，活灵活现走上了
诗词大会的舞台。节目运用 AI、虚实交互等技术手段，融
合动画和真人演绎、虚拟呈现等多种手法，在写实与写意
之间展现诗意和艺术之美。

据悉，本季诗词大会采用周播形式，十期节目分别提
炼了“春天、多彩、勇毅、山河、相逢、寒暑、风味、先生、灯
火、在路上”十大主题。在之后播出的节目中，还将通过视
听手段呈现古代浪漫婚礼仪式，复刻唐代冰淇淋“酥山”等
古代美食佳肴。

（据《北京晚报》）

《2024中国诗词大会》以“春”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