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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大利亚珀斯电“兵马俑—
陕西秦汉文明”展览日前在西澳大利
亚州首府珀斯的西澳大利亚博物馆正
式向公众开放。兵马俑、战车等上百
件中国历史文物将进行为期 8 个月
的展出，其中有不少文物是首次离开
中国。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首席执行官
亚历克·科尔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兵马俑展览能够帮助澳大利
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现年 66岁的科尔斯自 2010年起担
任西澳博物馆首席执行官。2016年，他
萌生在西澳州举办兵马俑展览的想法，
随后前往陕西与中方磋商，历经数年终
于愿望成真。

据介绍，兵马俑展览是西澳州近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博物馆展览，预
计将吸引约 18万名观众。

科尔斯说，西澳博物馆此次设置了
一系列数字互动体验装置，极大提升了
兵马俑展览的观赏性。“它将成为一个主
要的旅游观赏景点，并为西澳州经济带
来巨大益处。”

科尔斯表示，希望这次兵马俑展
览是双方未来更多合作的开端。此类
展览所推动的文化理解，在构建国家
间信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件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海昏侯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曾出土 5200余
枚简牍，负责这批简牍文字释读工作的北京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所近期公布阶段性成果。据悉，研究人员目
前辨识出千余枚竹简上记载了一种名为“六博”棋的
行棋口诀，属首次发现，为研究汉代的社会风尚乃至
兵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记者了解到，“六博”是春秋战国十分流行的一种
棋类游戏，是象棋、国际象棋等兵种棋盘类游戏的鼻
祖。西汉的皇帝都十分喜欢“六博”游戏，朝廷还设有
专门的官职管理博戏。“六博”棋的行棋之道与当时的
兵制十分相似，是象征当时战斗形式的一种游戏。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介绍说，
《汉书·艺文志》中并未收录“棋谱口诀”一类文献。南
朝齐、梁间，阮孝绪《七录》将《大小博法》《投壶经》《击
壤经》等列入《术伎录·杂艺部》。《隋书·经籍志》子部

“兵家”类著录有《杂博戏》《太一博法》《双博法》《皇博
法》《博塞经》《二仪十博经》等博戏类文献 6种 10卷。

此次发现的“六博”简文有篇题，篇题之下记述形
式以“青”“白”指代双方棋子，依序落在相应行棋位置
（棋道）之上，据不同棋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有“青不
胜”或“白不胜”的判定。简文所记棋道名称，可与《西
京杂记》所记许博昌所传“行棋口诀”、尹湾汉简《博局
占》、北大汉简《六博》等以往所见“六博”类文献基本
对应。

据《西京杂记》记载，六博“行棋口诀”在当时“三
辅儿童皆诵之”，可见“六博”在汉代盛行的情况，但其
规则约在唐代以后失传。过去发现的简牍文献，多用
六博占卜。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自 2011年发掘以来，出土 1万
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认为，海昏简牍中的“六博”棋谱
尚属首次发现，结合既往所见六博棋局实物与图像资
料，能促进汉代宇宙观念、六博游戏规则等思想文化
与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 （据《北京青年报》）

海昏简牍中现棋谱
“六博”口诀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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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在河北省临城县邢窑文化博览园，张志忠进行邢白瓷利坯作业。
邢窑是隋唐时期名窑之一，是中国北方烧制白瓷的重要窑场，在唐代有着“南青

北白”之说。2014 年，“邢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 62 岁的张志忠，是邢窑陶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980 年至今，他

对邢窑陶瓷的艺术造型、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创作了大量邢窑
陶瓷产品。近年来，张志忠致力于邢窑文化的传承，通过编辑书籍、学校授课、亲传亲
授等方式推动邢窑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 新华社发

妙手匠心妙手匠心 织就纤维奇境
——基于生物微观结构的纤维艺术创作

生物微观结构是指生物或细胞在显微镜下所呈
现的形态或肌理。洋葱表皮细胞如整齐排列的砖块，
展现出简洁而有序的美感；单细胞生物草履虫形似一
只倒置的鞋子，其上的纤毛如同微小的划桨整齐摆
动，富有韵律。各类细菌的形态更是丰富多样，球菌圆
润像珍珠，杆菌细长似玉簪，螺旋菌则如优雅的丝带在
水中旋转，展现出独特的几何之美……奇妙的生物微观
结构拓展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同时也成为艺术家们的
灵感源泉。在纤维艺术领域，创作者们巧妙借助纤维材
料表现生物质感，以精湛的手工技艺诠释自然造物的精
妙结构，展现出当代纤维艺术的新气象和新面貌。

拟态传神 呈自然之美

以生物微观结构为灵感的纤维艺术创作，其一大要
点在于对真实生物或细胞的视觉再现，这种再现并非简
单地以纤维材料塑造其结构模型，而是通过巧妙的创意
与艺术手法，将生物微观结构所蕴含的独特美感融入纤
维艺术作品中。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深入研究生
物微观结构的形态与肌理特征，并从中撷取富有艺术表
现力的细节，将其转化为纤维艺术语言。

试看艺术家黄嘉欣以海洋单细胞植物硅藻为灵感
创作的纤维雕塑《蓝脉》。显微镜下，硅藻呈现出多样的
形态，犹如一颗颗精美的宝石。其硅质细胞壁具有多孔
结构，给人以繁复华丽的视觉感受。创作时，艺术家采用湿
毡与针毡相结合的工艺，首先用肥皂水打湿羊毛，并通过揉
搓使其毡化成形。接着以细小的刺针反复戳刺羊毛，让纤
维在相互摩擦中产生勾连，以实现细节的刻画。在塑造作
品的主体部分时，艺术家秉持删繁就简的原则，仅选取硅藻
细胞壁的多孔结构进行重点表现，而在色彩的主观营造上
又以“做加法”的方式叠加明黄、湖蓝、群青等颜色以凸显层
次感，最终实现了整体造型与丰富细节的融合。

还有的艺术家以人体细胞为原型进行创作探索。
在纤维雕塑《海洋，世界的起源》中，一个个呈现凹陷形
态的“红细胞”以红色丝线缠绕而成。创作者有意将其
凹槽进行加深处理，并将上百个大小不一的“红细胞”排
列组合在一起，生动模拟了海洋中的珊瑚形态。该作品
将微观的细胞结构与宏观的自然景观巧妙融合，传达出
对于生命本源的思考。

如果说以单一生物或细胞为灵感进行创作，是对某
种具体形态或肌理的创意展示，那么基于同一环境下的
多种生物或细胞群落的创作探索，则在于营造出一个仿
生场域，强调丰富元素的和谐共生以及情感氛围的表
达。这不仅仅是视觉元素的叠加，更是对微观世界复杂
生态关系的深度诠释与艺术转化。

赵雨晴的作品《我们还能留下什么》由三组纤维艺
术景观组成。创作者分别从海洋、绿地与沙漠环境中选
取了浮游细菌、土壤真菌、沙漠藻等多种微生物作为样
本，并将质地各不相同的纤维材料，通过交织、穿插与黏
合等技法组织在一起，模拟这些微生物在显微镜下的结
构，搭建起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的生态景观。在海洋主
题的景观创作中，艺术家有意将各类物象统一在蓝色调
中，这些肆意生长的“纤维生物”仿佛随着水流轻轻摆
动，其结构细入毫芒、精巧无比，而这份“脆弱之美”，恰
恰呼应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主题内涵。

此外，楼徐可忻的作品《叶序》将芹菜、茄子、青椒等
蔬菜的表皮细胞结构转化为纤维艺术语言，展现出微观
世界的美感与诗意；还有的艺术家以各类真菌、苔藓等
为灵感，通过柔软的纤维材料将这些自然痕迹转化为温
暖的触觉艺术。通过以上案例不难发现，以柔软可触的
纤维材料塑造的艺术品，不仅有效消解了人们对于微观
世界景观的陌生感与距离感，还为观者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感知自然的方式。

随形致用 展造化之妙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的各类生物其不同部
位的形态结构与功能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耦合关系。试
看纤维景观作品《翅羽丝会馆》，其主体由数个伞状装置
构成。设计之初，创作者在草图上勾勒出作品雏形，希
望该景观能在仅仅数根立柱的支撑下保持稳定，兼具强
度与美感。在查阅大量资料后，艺术家从鞘翅目昆虫身
上获得了启发。在微观视角下，鞘翅目昆虫的前翅外壳
结构十分精巧，各层结构以小梁连接，并通过纤维的定
向排列达到质量与强度的平衡。该景观装置以透明玻
璃纤维为主要材料，并在其中穿插黑色碳纤维以增加强
度，模仿了昆虫前翅外壳的微观结构。

同样典型的例子还有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水生植
物——荷。在显微镜下观察，可
发现荷叶表面有一层茸毛和微小
蜡质颗粒结构，当水滴落在这些纳
米级的颗粒上会形成一颗颗滚动
的水珠，在带走叶子表面灰尘的同
时使其保持干燥。受荷叶表面微
观结构的启发，人们发明了纳米自
清洁面料，除了广泛应用于户外装
备、医用材料及家居用品等，还被
纤维艺术家们融入创作之中。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艺术家们以双手织就精微，也在其
中领略自然之广大。展望未来，随
着显微技术的不断进步，仿生设计
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突破，而基于
生物微观结构的纤维艺术创作将
拥有无限的探索空间。

（据《光明日报》）

纤维艺术作品展示出芹菜、茄子、青椒
等蔬菜的表皮细胞结构。

以海洋中的各类微生物为主
题创作的纤维景观。

以单细胞植物硅藻为灵感创作的纤维雕塑。

结合人体红细胞与珊
瑚形态创作的纤维雕塑。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
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宝贝亮相吧》栏目
打造的实景少儿戏曲传承季播节目《好

戏“童”游》播出。
据介绍，该节目在河北省邯郸市

武安七步沟风景区实地录制，创新采
用“露营+戏曲”融合的模式，在山水
画卷中搭建沉浸式露营场景，让京
剧、评剧、黄梅戏等经典唱腔与溪流
松涛形成自然交响。这种“戏”“趣”
交融的实景演绎，打破传统剧场的空
间限制，被认为令传统艺术在充满童
趣的表达中，化身为可触摸、可感知
的艺术场域。

节目以戏曲演员家庭、戏迷家庭
及师生组合为演绎主体，尝试构建“专
业引领、师徒传承、热爱驱动”的多元图

景，彰显戏曲文化在不同群体中的蓬勃
生命力。

精彩表演之外，节目还着力于打
造有温度有深度的“家庭文化课堂”。
节目安排各组家庭、师生与戏曲名家或
心理教育领域专家围坐对话，畅谈学戏
经历、亲子相处日常、沟通的困扰、传统
艺术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等话题，以求
深度剖析当下热点，解密孩子与成人之
间的情感联结密码。

据悉，《好戏“童”游》自 6 月 29 日
起每周日 19时 30分登陆CCTV-11戏曲
频道，央视频、云听平台同步播出。

（据中国新闻网）

实景少儿戏曲传承节目
《好戏“童”游》登陆央视

少儿戏曲传承节目《好戏“童”游》。

▲基于各类真菌、苔
藓的微观结构创作的纤维
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