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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一场与古人的对话

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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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乐团与环球
音乐中国联合推出的音乐文化项目《故宫
之声》日前正式启动音源采录工作。

本次采录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鸣金开
锣”，第一位参与项目创作的作曲家谭盾从
金编的“金石之声”中汲取创作灵感。谭盾
表示，说到心目中的“故宫之声”，就会想到
编钟的鸣响，这样的声音承载了悠久的历
史记忆与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他将来
自故宫的金钟之响作为起点，延展出中轴
线上不同的钟声，也延伸了一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间之轴、文明之轴。

据《故宫之声》总策划、艺术总监，中
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介绍，该项目历经两
年策划、一年创作，已进入推进的最关键

时期。该项目集结了故宫博物院历
史、艺术、考古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把脉，
邀请了谭盾、叶小钢、赵麟、郝维亚、
关大洲等 12位国内外作曲家，以 12种

“故宫的声音”为起点，将形成 12 部兼
具历史纵深感与时代创新感的音乐作
品，最终录制成一张面向世界发行的
音乐专辑。

12部作品中涉及的所有“音源采
录”均由国家一级录音师李大康带领
工作团队担纲，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中，将分批次、分步骤完成十二种音
源采录，并将音源与创作完成的音
乐作品进行“合龙”。

（据中国新闻网）

京港修复师携手
珍贵文物重现光华

《故宫之声》正式启动
音源采录

将推出谭盾等12位作曲家精品

幽暗的射灯下，1900 年的火车头式钟表在玻璃罩里，静静地展示着“新生”。与它
一样重获新生的还有明代黑漆嵌螺钿的桌案。

在 3 月开幕的“乐藏与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批受赠藏品展”中，这两
件文物一亮相便引起了关注。

“这得感谢故宫博物院的修复老师，是他们精湛的技术让这几件文物重获新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品修复室主任梁嘉放说。

修复师的工作过程是一场与古人
的对话交流。修复中，修复师对这件
器物的工艺、背景甚至文化内核都有
了更深的理解。

火车头古钟表很多来自国外，大
多是孤品，由于历史久远没有图纸可
参考。经验丰富的修复师会根据其外
观进行初步判断，但内部系统情况仍
需打开才能得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古钟表时，它
的表演和走时打点系统都丧失了功
能。不仅外部结构出现锈蚀，轮子里
的连杆装置也锈蚀严重。”故宫博物院
研究馆员、钟表修复组组长亓昊楠说。

亓昊楠从事该行业近 20年，累计
修复了 100多件古钟表，是非遗古钟表
修复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这是一只来

自法国的火车头古钟表，在 1900年左
右制作。类似这样的古钟表，我们故
宫博物院有一件，颐和园也有一件，都
是我过手修复的。”

修复工作要通过拆解清洗，再抛
光打磨，修复完以后组装调试。“火车
头古钟表最繁琐的就是调试，我们用
了一周多时间，反复多次才把火车轮
和连杆之间的位置、角度调整到最
佳。这样火车头在上发条后才能顺滑
运转。”亓昊楠说。

为了这项工作，亓昊楠不止一次来香
港，一起研究制作修复方案。经过两个
月时间，火车头古钟表终于恢复了功能。

另一件修复文物是明代的花卉盆
景图平头案。经过故宫博物院漆器修
复组组长闵俊嵘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修复师的“会诊”，这件文物的木胎
开裂，漆面老化和磨损，螺片和漆层有
松动，空鼓起翘，螺片缺失也比较多。

修复漆器在选漆方面大有讲究。
“我们把准备好的各种漆给闵老师看，
没想到都不行，因为都有化学成分。”
梁嘉放说，经过两地修复师的研究，决
定选用闵俊嵘从故宫博物院带来的纯
天然漆，以确保“修旧如旧”。

修复的另一难点是漆器上有很多
失落的螺片。闵俊嵘说，修复时要选
用与原有螺片颜色光泽相同的螺片，
按照漆器上原有的凹槽形状将螺片雕
刻出来，再镶嵌到漆器上。

梁嘉放说：“我们是用机器切割打
磨，而闵老师是用纯手工磨制，且分毫
不差，这太让我们惊叹了。”

每一件文物都有专属修复方
案。古钟表修复的最大成功之处，就
是让“死亡”的钟表恢复计时和表演
功能。

“这个古钟表整体保存还是
挺好的，但我们发现它在此前修
复中装反了表盘，还有火车的一
些轮子生锈脱落了，表芯也无法
运行。”梁嘉放说。

于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修复师们开始查阅文献资料，查找可
作参考的器物，要将其原貌展示给观
众。而古钟表的修复不仅需要清洁
除尘，还需掌握专业的钟表机械维修
技术，才能准确恢复古钟表的功能。

2022年 7月正式对公众开馆的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是一个很

“年轻”的博物馆，其修复团队也比较
年轻。“文物的修复极为深奥，不同类
别修复方法也不同，书画、钟表、瓷
器、金银器等门类都有不同的专业知
识和技术要求。”梁嘉放说。

这次修复的另一类文物是漆
器，对于温度、湿度的变化有严格要
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接到这
件明代黑漆嵌螺钿桌案时发现，桌案
不仅出现了裂缝，还有螺片的脱落与
缺失。”梁嘉放说。

在修复漆器的基础上叠加螺片
的修复与镶嵌，修复难度又提高了。
梁嘉放说，漆器修复的实际操作很复
杂，原文物用漆的成分、刷漆方法、天
气情况对漆的影响等因素，都是仪器
无法探及的。

中国的漆器文物修复原则是
“修旧如旧”，既要视觉效果上与原物
相同，还要用传统工艺修复，强调整
体的统一。“我们修复的文物没有故
宫博物院多，经验积累也不够。”梁嘉放
说，因此特意与故宫博物院联系，请
专家“出诊”。

文物亮相
先“诊病”

携手传承中华文化3

与故宫博物院修复师们合作一段
时间后，梁嘉放深有感触：修复文物表
面上是通过一双巧手让文物重现光华，
实际上传递的是大国工匠在修复文物
中的坚韧，各个环节都蕴含着属于中国
人的执着。

“漆器涉及的工艺种类众多，需要
在一点一滴的经验传承中，在无数次的
动手实践中，逐步掌握方法与技巧。这
就是‘传帮带’的意义。”梁嘉放说。

“无其器则无其道。”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需要修复师们一刀一锉将
其更好彰显出来，也需要一个展示交流
的平台。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成立时间短，但以崭
新的策展手法，
结 合 全 球
视野，

展出了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世界重要文化
机构的珍藏，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研究和
传播，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伊悠
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
彼此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在众多方
面开展了合作交流项目。故宫博物院
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借出珍贵藏品，
为其 2022年 7个开幕展览提供 900多件
珍藏文物。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
院在 2023 年

联合主办“故事新说——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人物画名品”专题展览，还于 2024
年一起同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合
作，联合举办“圆明园——清代皇家园居
文化”特别展览，让香港、内地和世界各
地访客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未来，王伊悠期待双方继续合
作，在研究、出版、文物保护、公众教育
和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入交流，让中华文
化在传承中更好传播，推动中国在国际
博物馆领域作出更大贡献。（据新华社）

《抗战中的文艺》的故事横跨14年

电影《抗战中的文艺》是国话首部文
献戏剧电影、首部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也
是戏剧第一次尝试融合光影艺术，结合
电影展现形式登上大银幕。影片以历史
文献为依据，戏剧舞台为核，电影艺术为
轴，打破舞台边界，首次展现、抒写、梳理
1931年到 1945年共 14年的中华文艺界
波澜壮阔的抗争史，铺陈出一幅文艺群
星闪耀的民族历史画卷。作为电影的导
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

“《抗战中的文艺》是话剧与电影两种文
化载体的梦幻联动，其承载着技术赋能
艺术的文艺探索精神，也彰显着新时代
文艺多元发展的蓬勃景象，是人民群众
对文艺创作多维创新的需求。”

电影邀请了40余位中青代演员

为了呈现“群星闪耀”的历史脉络，
刻画出生动鲜活的文艺大家，电影邀请
到 40 余位中青代演员共同演绎片中几
十位文艺大家。在发布的定档海报中，
多位演员饰演的历史人物逐一排开，仿
佛打开了一本历史的相册，段奕宏、
孙红雷、陈建斌、廖凡、辛柏青、佟大为、
万茜、宋佳、田雨、李光洁、关晓彤、
朱颜曼滋、王挺、赵阳、吴谨言、罗一舟、
顾珂嘉等演员以角色形象出现，他们
有的为国家未来、文艺出路而低头
思虑，有的以坚毅眼神自信地审视
远方，有的则面带淳朴的微笑、斗志
昂扬。

演员们都怀着敬畏之心

对于饰演历史上的文艺大家，演
员们都怀着敬畏之心，提前收集历史
资料，钻研人物特质，反复揣摩角色细
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扮
演者，段奕宏在接到角色时就非常忐忑，

“我一直在想知识分子表达态度给知识
分子会是怎样的？鲁迅先生身上的精神
力量、他的态度以及他的一生经历，都不

是外在的，而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饰
演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茅盾的
田雨为了深入角色，找来茅盾的传记和
作品阅读。“茅盾原名沈德鸿，沈先生说
过，只有竹子那样的虚心，牛皮筋那样的
坚韧，烈火那样的热情，才能产生出真正
不朽的艺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
们要努力向前辈学习，去践行。”田雨说。

而青年演员更是在文艺先辈的身上
感受到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为文艺
事业奉献的精神。为了再现人民音乐家
聂耳的青春活力的一面，罗一舟在塑造
过程中反复琢磨，“尤其是了解聂耳先生
的事迹，了解了他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后，
更能明确地在音乐中听到他的思想，听
到他的感情。”关晓彤则在饰演“人民艺
术家”秦怡时表示：“在演绎老一辈文艺
楷模的过程中，我从前辈身上汲取到了
非常多的能量。”

（据《北京青年报》）

◀在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展
出的 1900 年的火
车头式钟表。

首部文献戏剧电影 定档4月19日

《抗战中的文艺》
集结40余位中青代演员由 中 国 国 家

话剧院、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

品，央视网联合出品，首部
文献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
艺》宣布定档 4 月 19 日。在发

布的定档海报与预告中，
多位演员激情登场，

他们所扮演的文艺
大家们为救亡

图存而奔走
呼号。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近日，历时 2年多打造的原创
秦腔现代戏《攒劲女人》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映，慷慨激昂、
粗犷豪放的唱腔，剧中人物曲折动人的遭遇，深深感动了
在场的观众。

该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宁夏
演艺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根据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第
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耀梅的真人真事改编而
成，讲述女主人公 3年时间扎制 2.5万多把扫帚，不仅还清 30
万元治病欠款，还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的故事。由“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侯艳、韦小兵、屈连英等领衔主演，以艺术语
言展现黄河儿女坚强不屈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

剧中，饰演李水河（以李耀梅为原型）的宁夏演艺集团
秦腔剧院院长侯艳说：“李耀梅既是一个个体，也是宁夏广
大女性‘攒劲’精神的符号代表。我希望用这部作品，把发
生在宁夏的感人事迹传播出去，让宁夏精神在舞台上再
现。”剧目艺术化地展现了李耀梅的人生经历，从对婚姻满
怀期待，到幡然醒悟，后又两次患癌，吃的药罐罐数也数不
清，生活刚刚好转时，又惨遭车祸……通过故事再现黄河
儿女在苦难面前所散发出的坚韧不屈女性的光芒。

该剧主创人员特别邀请上海越剧院艺术创作室副主
任、编剧莫霞创作剧本，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安凤英
作为导演，参与创排。演出用艺术的语言生动讲述这个感
人的故事，母亲河与芨芨草是贯穿全剧的意象表达，芨芨
草与李耀梅的人生命运一样，虽历经坎坷但始终坚韧挺
拔，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

宁夏原创秦腔现代戏
《攒劲女人》传唱塞上正能量

4月13日，演员在广西南宁市三街两巷表演节目。
连日来，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欢庆“三

月三”传统佳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游客前来观看。
新华社发

4月13日，游客在荆州博物馆参观。
当日，不少市民及游客来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的荆州

博物馆参观游览，在周末时光感受楚文化魅力。新华社发

伴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悠悠琴声，近日，音乐剧《我和
我的雷锋》在京正式建组并启动排练。该剧艺术总监、总导演
甲丁与一众主创和演员，将讲述一个传承雷锋精神的故事。

音乐剧《我和我的雷锋》由魏思佳担任导演，曾参与音乐
剧《觉醒年代》的青年编剧王怡娃编剧并作词，何琪担任音乐
总监、作曲。该剧总导演甲丁的父亲，正是创作《学习雷锋好
榜样》的词作家吴洪源，“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传唱60年后，甲丁决定推出一台关于雷锋的音乐剧。

“雷锋题材在我心中酝酿了很长时间。”甲丁坦言，他
从小听着父亲的歌，雷锋精神更是深入人心，对待这个熟
悉的人物，他迟迟不敢“下手”，“我做导演几十年了，导了
那么多剧目，面对雷锋这个题材还是觉得压力大。”如今，
《我和我的雷锋》这部音乐剧开排，甲丁也与父亲探讨剧
情，吴洪源这样叮嘱他：“一定要把雷锋写成我们身边的
人，而不是一个立在碑上的雕像。”

甲丁介绍，《我和我的雷锋》是一部关于“爱与被爱”的故
事，音乐剧从一个22岁年轻人的视角展开，“22岁是当今一个
大学毕业生即将走向社会的年纪，但雷锋的生命却终止在22
岁。”甲丁说，虽然雷锋很年轻就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没有终结，
应该在所有人的生命中延续，尤其是在当代年轻人的身上。

“剧中没有什么对立的双方，没有什么贴着标签的人和
事，但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关联。”在甲丁看来，如果观众走
出剧场，手心儿里是热的，心里头儿是暖的，遇见需要帮助
的人搭把手，那他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据了解，
除了表现雷锋牺牲的部分，音乐剧将以轻喜剧的风格呈现，
诙谐又温暖地表现当代人和雷锋之间的精神连接。

音乐方面，该剧作曲、音乐总监何琪运用民谣和摇滚
的音乐风格创作。在塑造雷锋精神的传承时，音乐会自带
情感感染力，以民谣风格为主，“但在体现那一代中国人骨
子里的热血和热情的时候，音乐会变得非常摇滚。”何琪
说，比如表现雷锋在团山湖时期的经历时，音乐将与理想
主义的故事相配合。

据悉，今年 6月上旬，音乐剧《我和我的雷锋》将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为期三天五场的首轮演出。该剧由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监制，北京甲丁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 （据《北京晚报》）

用轻喜剧连接雷锋与当代年轻人音乐剧
《我和我的雷锋》建组开排

赵聪（左）和谭盾（右）在采录工作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