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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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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9月1日电“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
进中华文明”活动近日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美当地
学生和文化界人士 200余人出席现场活动。

当天，敦煌研究院特聘美籍研究员史瀚文进行在线讲座
并回答现场提问。来宾们在敦煌文化体验展区参观敦煌高清
摄影和壁画高保真复制品，通过VR虚拟游览洞窟、拍摄纪念
视频、体验“数字藏经洞”云游戏，沉浸式感受敦煌文化。

巴德高中早期学院校长基姆·斯特迪文特携 10多名学
生参与了活动。他告诉记者，这是他和学生们第一次接触
敦煌文化，感到很激动。敦煌文化体现了不同文明间的交
融，这让他印象深刻。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对记者表示，敦煌文化具有多
元文化交融的天然特质，希望把这一特质介绍给更多美国
民众，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文明互鉴的包
容精神。同时，希望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深入发掘敦煌文化
的价值。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致辞说，敦煌见证了文明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凝聚着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了国际人文
交流合作。让我们从敦煌再出发，守护全人类共同文化遗
产，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
相互成就。

此次活动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世界知识出版社、敦煌研究院主办，中国驻巴哈马
大使馆、驻纽约总领事馆协办。

“敦煌文化环球连线”活动
在中国驻美使馆举办

8 月 31 日，观众在海南省博物馆观看“物华天宝 黎海
琼珍——故宫博物院藏海南文物特展”。

目前，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故宫博物院
联合主办的“物华天宝 黎海琼珍——故宫博物院藏海南
文物特展”在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海南省博物馆举行。
该展共展出文物 96 件/套，包括黄花梨家具、沉香摆件及
玳瑁文具等。 新华社发

9月 1日，记者从长影集团获悉，由长影集团与深圳市来
画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联合策划打造的京剧题材AI水墨动画
短片《火焰山》，在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正式发布。

该 AI 短片取材于长影 1983 年摄制的戏曲电影《火焰
山》，以原片的主线故事、人物造型、角色表演、分镜场景等
关键元素为蓝本，加入原片的京剧念白和唱段。

据悉，短片保留了戏曲电影中“三借芭蕉扇”的关键情
节，并着重围绕第三次借芭蕉扇展开故事，生动刻画了孙悟
空、铁扇公主、牛魔王等主要角色。

据介绍，该短片全程采用 SkinSoul动画大模型，模拟水
墨画的独特笔触和墨色变化，使动画具有传统水墨画的视
觉效果。更通过算法模拟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使
得动画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和真实。

长影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AI生成动画技术不仅打破
了传统水墨动画制作的时间与成本限制，更以其独特的创
造力和灵活性，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

另据记者了解，长影集团正积极推进虚实一体化影
视数字内容生产平台建设和“长影新中国珍贵纪录影像
抢救性保护数字化工程”工作；引进胶片扫描、AI 数字影
像修复系统等设备，实现了对老胶片的数字化以及 4K 修
复，更大程度保护和开发了老胶片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和社会价值。 （据中国新闻网）

京剧题材AI水墨动画短片
《火焰山》在长春发布

古典芭蕾《天鹅湖》经典舞段、现代芭蕾《在路上》《旷野
之歌》、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选段……近日，在中央芭蕾
舞团演员们的曼妙舞姿中，“打开艺术之门”2024暑期艺术
节落下帷幕。

在这场持续 58 天的艺术嘉年华活动中，64 场文艺演
出、11个特色艺术夏令营和 15场主题公益活动亮相，陪伴 6
万余名大小朋友共度艺术之夏。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坚说：“‘打
开艺术之门’活动搭建了一个接触、体验艺术的平台，陪
伴一代代孩子长大。今年不仅有国内一线音乐家与艺
术院团的支持，还有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澳
大利亚等国际艺术家加盟，演出内容涵盖西方古典音乐
和中国民乐、戏曲等，希望让孩子们感受多元化的艺术
之美，收获快乐与成长。”

据介绍，今年暑期艺术节还推出“艺术之旅”活动，通过
推荐京津冀区域具有代表性的非遗及文旅体验项目，吸引
更多孩子和家庭走进京津冀各地，助力京津冀文旅资源融
合发展。 （据新华网）

“打开艺术之门”
2024暑期艺术节落幕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零一）

营盘水，是一个古老的村落，隶属
于今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
与甘肃、内蒙古两省区相邻，位于宁夏
地理位置的最西端，也是离沙坡头区
中心最远的地方。清《道光续修中卫
县志》记载：中卫县“西至营盘水皋兰
县二百一十里”。这段距离是指经营
盘水到甘肃皋兰的路程，中卫至营盘
水大约有 70公里。历史上，营盘水是
古丝绸之路进入凉州的一个“孔道”，
也是沙漠瀚海中的一处绿洲，有着重
要的军事地理位置。1226年，成吉思
汗在翻越沙坡头、攻打西夏应理县（即
中卫）之前曾在此安营扎寨，补充军
需，营盘水得名，即源于此。元代至民
国这里仍旧是连接宁夏、甘肃和内蒙
古的主要通道。清代乾隆年间曾任宁
夏府理事同知的国栋就到过这里并留
有一首五律《至营盘水》：

春风吹马上，入夏未教闲。
意与远云澹，迹随高鸟翾。
不知髀肉尽，那惜鬓毛斑。
跋履皆胜具，简书非所患。

这首诗选自《道光续修中卫县志》
卷十“艺文编·铭诗”。从诗的内容来
看，应是国栋到营盘水公干时的一路
见闻并联系自身情况所发的感慨，用
今天的话说国栋的此行目的就是“下
乡调研”。起句“春风吹马上，入夏未
教闲。”就表明从春到夏一直在忙碌

“公务”，不曾停歇。由于古代交通不
便，马是官员的主要代步工具，可以看

出，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员下一次乡不
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也比较辛
苦。尽管如此，国栋抒发的情志还是
高远的。“意与远云澹，迹随高鸟翾。”
淡泊以明志，行迹如高鸟，不仅无有抱
怨，似乎还有着远大的情怀。“不知髀
肉尽，那惜鬓毛斑。”进一步表明了心
迹，为建功立业而到处奔波，顾不得
身体疲弱，也不惜年老体衰。“髀肉
尽”指身体不离马鞍，大腿的肉都快
消尽了。当然这般艰辛，从历史的局
限性上来讲，并不是真正为了黎民苍
生，而是为了报效皇恩，这也是封建
社会官员的一种普遍心态。“跋履皆
胜具，简书非所患。”经常旅途跋涉，
登临山水险境就是要有一副好的身
体。典故出自南朝宋人刘义庆著《世
说新语·栖逸》：“许掾好游山水，而体
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
济胜之具。”这里可能有诗人的自
嘲。但时常在外，文牍（简书）就不是
该忧虑的事情了。说明在外面“调
研”总比在衙门里日日阅读或起草文
牍要好了许多，可见古代官衙里的

“形式主义”作风是很严重的。宋代
王安石《答林中舍启》就有“日有简书
之烦”的记载。

关于营盘水，现代学者也留有诗
作。1919年冬天，历史学家顾颉刚到
西北地区考察，就到过营盘水，他曾写
下一首《营盘水》的五言诗：“荒村溪水
咸，古店梁尘落。夜来星斗凉，挟梦入
架阁。”这在他后来出版的《西北考察

记》中有记录。
另外，《乾隆宁夏府志》卷二十一

“艺文·诗”还载有国栋的另一首五言
诗《微雨山行至长流水》：

怒飙吼空村，密雨洒然至。
排闼入破窗，短檐不能避。
欲行稍迟回，我仆亦孔瘁。
信宿纵非适，差胜需泥累。
夫何劝驾频，乃复策疲骑。
青罽浑未湿，树间落轻吹。
马蹄跐践沙，细碎杂流利。
远岑含浓黛，近岭堕深翠。
未雨山如愁，既雨山如醉。
良苗抽嫩青，芳卉绽新薏。
所惜入土浅，沾足愿未遂。
嗟我待泽农，兹雨命攸寄。
忍以行役故，觊靳造物赐。
矫首盼云龙，风回庶返辔。

这首诗描写了国栋一行人“下乡”
途中遇雨在“空村”长流水避雨的情
形。诗比较接地气，既反映了当时农
村的现实状况：破败凋零，人烟稀少，
贫困落后；也比较客观细致地描绘了
山野之地原生态的场景：“远岑含浓
黛，近岭堕深翠。未雨山如愁，既雨山
如醉。”更有对农桑的怜悯呵护之意：

“嗟我待泽农，兹雨命攸寄。忍以行役
故，觊靳造物赐。”土地干旱，欣逢降
雨，以此“泽农”，造物所赐，表达了诗
人的心情，体现了官员的“良心”。长
流水，也是属于今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区迎水桥镇的一个村子，位于中卫城

区西南部的腾格里沙漠边缘。据清代
《乾隆中卫县志》记载：长流水“在县西
七十里。源出窎沙坡下，东南流至冰
沟峡入河。……土民因水聚居，引灌
田数十亩。为通凉兰驿路。”长流水的
这股涓流，由西北自吊（窎）沙坡内陆
湖泉贯通汇流发源，东南经长流水最
后注入黄河。明清时期，这里逐渐变
为季节性干沟潜流，但四季仍有汇流
泉水，故取名长流水。在宁夏境内有
三处名叫“长流水”的地方，除中卫的
这一处外，另两处一在灵武市东南，一
在同心县境内。长流水与营盘水属同
一水流，两地相去不是很远。国栋“下
乡调研”，应是他前后要去的地方，两
首诗也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创作完成
的。抛开诗的文学性不谈，其史料意
义就显得很重要，毕竟为营盘水、长流
水留下了清代某一时段的历史场景，
后人能够窥其一斑，国栋和他的这两
首诗的直观价值不言而喻，而且无可
替代。

营盘水，一个历史上不怎么起
眼的军事小驿；长流水，也只是驿路
经过的一段。它们或许只是极其普
通的存在，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它们
的角色虽然是为官驿、商贾、行军补
给水分、提供休息，但历史就是由这
样的一个个点支撑起来，因此营盘
水、长流水又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
名字已经被镶嵌进了历史的记忆深
处，为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所阅读并
牢记。

营盘水与长流水营盘水与长流水
张张 嵩嵩

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

跨 越 千 年 的 烟 火 相 望

湖南广电近几年推出

了《人民领袖毛泽东》《沈从

文与湘西》《中国》《岳麓书

院》等多部题材多元的优秀

纪录片。此番，湖南广电与

担纲《中国》三部曲的伯璟文

化再度携手，以马王堆为题，

抽丝剥茧，解剖一只麻雀，呈

现了一个王朝背后的市井繁

华，也由此呈现了中国人自

古以来的丰盈精神。

马王堆作为中国重要的

考古发现，不是第一次被拍

成纪录片，要创新需要大破

大立。纪录片《马王堆·岁月

不朽》开篇就很具创新味道，

湖南博物院作为马王堆的主

场，这次成为纪录片的“影

棚”；博物馆解说员的讲解取

代了常规的专家访谈，成为

文物背景知识介绍；参观游

客七嘴八舌的附和感叹，看

似闲笔花絮，实则成为观影

的注脚，由此有了一种别开

生面的纪录片打开方式。

随着镜头推进，观众仿佛穿越时空
隧道，沉浸式地亲历了马王堆汉墓的发
掘过程，见证了辛追夫人棺椁被层层打
开的惊心动魄瞬间，惊叹于一个华丽家
族的日常。

所有考古纪录片的终极使命，不
仅是为了探寻古物的前世，更为了照
亮世人的今生，让人幡然找到时间的
坐标。在历史长河中，今人不是孤立
的存在，而是踩着来路的无数历史碎
片的叠加。

烟火气是本片别具一格、独具匠心
的内容。

8集纪录片，除了后 2集的现代延伸
内容，全片用了相当大篇幅去展现马王
堆墓主人的生活日常：从竹简上的菜肴
品类，到漆盘漆耳杯上的“君幸食”“君幸
酒”，再到出土的众多漆器、饰品、锦衣、
狸猫纹饰、木梳、帛书……每一件文物不
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连接古今的桥
梁。它们反映了古人对品质生活的追
求，更折射出古代社会的世界观和文化
气质。

汉代亲土地重农耕，轻徭役重休养，
在外来宗教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汉代
人对现世生活投射出最朴素的追求与向
往，表现在各地出土的汉代陶俑上，皆是

一派烧柴、生火、做饭的气象，体现在
汉乐府诗里，是大量民间劳作的欢快
调子，这就是烟火气，是汉代人的普
通日常。

《马王堆·岁月不朽》就营造出了跨
越千年的烟火气息。烹饪、出游、欢会，
一个生机勃勃的汉代贵族生活场景被
重现在世人眼前，养宠、健身、相马、哲
思，一个兴趣宽广、爱好多元的汉朝中
国人的面目日渐清晰。这是本部纪录
片解读角度之精巧所在。王侯将相才
子佳人，大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而
一箪食一瓢饮、一件罗衣、一盏漆盘，
那些承载日常烟火的器物，留存在民族
记忆的基因里。

第六集《黄老》让人眼前一亮，这是
古人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世界，隔着千
年的时光，祖先的养生、相马、经脉、巫
医、占卜、星相、黄老哲学、对天地自然的
思考等跃然帛上。《马王堆·岁月不朽》带
着嘈杂的参观人流，一步步走进古代中
国人精致而滚烫的生活，进而走进古人
纯粹而热烈的精神世界，隔空共鸣，产生
强大的文化认同感。

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在影调
追求上也凸显品格。明暗对比、动静对
比、古今对比，把反差做到极致：一方是
博物馆里的人潮涌动，一方是墓中文物
的安卧千年；一方是解说观众的嘈嘈杂
杂，一方是文物的静谧无声，此时与彼
时，流转与不朽……这样的反差让人产
生了恍惚感，通过这种时空交错与虚实
结合的手法，将观众缓缓牵引至汉初的
繁华世界，使现代与古代在视觉上形成
了巧妙的交融。

考古一直是纪录片题材的富矿。考
古纪录片要出圈出新，除了题材硬、角度
新，也需要手段新、技术新。技术手段已
成为纪录片主题呈现的硬核手段。《马王
堆·岁月不朽》也是一次“科技+文化”的
创新，通过纪实拍摄、绘画加 CG特效相
结合的拍摄手法，充分放大文物的细节
与美感，大大增强了观感体验。在高清
镜头下，辛追夫人四层棺椁的流云纹路
和色彩细节生动浮现，瑞兽和神仙的动
作清晰可辨，栩栩如生，纪录片还真实还
原了辛追家族端坐宴饮的盛况和一件件
精致漆器背后的雅致生活，真切地还原
了西汉时期的生活风貌与美学追求，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知识的盛宴。

科技感还体现在作品与观众的互联
网交互体验中，《马王堆·岁月不朽》创新
性地利用三维重建等技术，延展了历史
文化的呈现维度。观众可以通过扫描纪
录片中的专属二维码，查看对应文物的
3D 版本，从各个角度观察文物细节，还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从文物中提取元素
进行二次创作。这种“科技+文化”的形
式打破了传统纪录片与观众之间的无形
界限，让历史文化以更加生动、多元的形
式被传承和发扬。

好的纪录片像是打开一扇窗，透出
一缕光，斑驳的光影让人无限遐想，也吸
引更多同路人借此踏上探索的旅程。《马
王堆·岁月不朽》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
更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深刻诠
释。从古人的生活观到生死观，《马王
堆·岁月不朽》揭示了“不朽”的深意，是
文物的不朽，是华彩岁月的不朽，更是中
国人思想与文化的不朽。

《马王堆·岁月不朽》海报。

《马王堆·岁月不朽》剧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