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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新华社加德满都 5 月 8 日电(记者周盛平)
“我四海为家，哪里有文物损坏，就去哪里干活。”
2017 年春天，周建国把“新家”安到尼泊尔首都加
德满都。这一回，他的任务是给当地一座神庙“疗
伤”。

从洛阳到西藏，再到加德满都，56 岁的周建
国几乎一辈子都在跟文物打交道。他在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已工作大约 30 年。

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是一处古老的皇家广
场，现存十多座宫殿庭院，包括高 30 米的九层神
庙。2015 年 4 月 25 日的大地震，使九层神庙严重
受损。此后，九层神庙保护修复成为中国政府援尼
震后重建的重点项目。

周建国是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现场技术主
管。在他看来，治愈眼前这座受了重伤的九层神
庙，不仅仅意味着修复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更重
要的是为子孙后代拯救世界多样文明中的一抹
亮色。

塑料布下的世界文化遗产

九层神庙底部的五层，围成四合院状，上面四
个角落有 4 座高矮不一的塔楼。塔里的木制楼梯
狭小，门大多低矮，通过的时候必须低头弯腰。周
建国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在塔楼里爬上爬下。

“里面的一砖一瓦，现在都比较清楚了。”看着

堆了一地的构件，周建国靠着被磨得光滑的楼
梯扶手，语气轻松而自豪。

两年前的 5 月，周建国他们刚来时，情形完
全不同。当时，虽然大地震已过去两年，总面积
5600 多平方米的九层神庙得到的所有保护，还
只是蒙在顶上的塑料布。项目中方协调人郭倩
如记得很清楚，那时的神庙，断壁残垣，险象环
生，“白天不敢进，晚上也睡不好”。但为了文物
安全，他们一次次地进去排查，有时甚至就睡在
里面。

为了避免更多二次伤害，先要对建筑体进
行加固和防漏水处理：无论是底基还是塔楼，全
部是里二三层防护架、外二三层支撑架，封得严
严实实。

周建国与记者交谈时，不时地看几眼修复
现场，不远处，一些尼泊尔工人正在防护架上忙
碌。

作为援外项目，中方的十来个人都是技
术指导师和协调员，工人和工匠全部是当地
人。2017 年开工后的抢险阶段聘了大约 200
人，目前仍有约 100 名工人和工匠在项目工
地。除了克服语言障碍，沟通修复理念也是一
桩要紧事。

不要返老还童，争取带病延年

既然是合作修复项目，有时就不免产生分
歧。比如说，谈到构件长度，尼泊尔人喜欢用英
寸，而中国人习惯用公分。几个回合下来，中方
让步：入乡随俗，改用英寸。

但有些分歧，周建国和他的团队绝不让步。
例如，门框上的柱子坏了一点，补起来很费

劲，尼方要换一根新的，中方不同意。
再如，一些有自然磨损的地方，尼方希望借

机让它“焕然一新”，中方却主张顺其自然。
这就涉及理念问题。谈起文物修复，周建国

强调“最小干预”“尽量恢复原貌”“最大化保存
完整性和真实性”。

周建国说，不少尼泊尔工匠技术过硬、经验
丰富，但对“修旧如旧”的理念一开始并不很认
同。在碰撞中融合，大家都看到和吸纳了彼此的
长处。时间长了，工匠们渐渐认同了这种“原汁
原味”感。

为实现“修旧如旧”，在抢险阶段结束后，工
作团队会尽可能地搜集、甄别、整理旧构件，分
门别类做好标记，能保留的尽量保留，能利用的
尽量利用。由于地震期间摔坏和后期损坏的构
件特别多，又没有图纸和照片，需要一根根拼起
来重新装配或复制。尽管麻烦，但必须这么做。

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说过，“保护文物建筑就
是要使它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

这一理念，让九层神庙的“完整性和真实
性”得到保障，换句话说，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
“魂”得以复原。

妙手工匠修复文明的“春天”

在一个存放神庙部件的储藏室，记者看到
很多用来支撑屋檐的长条形木板——— 斜撑。斜
撑上雕刻着形形色色的女神、怪兽、动物。“水

牛、狮子、鹿、蛇、马、山羊、孔雀……全是动物，
太多了，估计有一两百种。”周建国说，这些东西
的尺寸、位置、大小等都很有讲究、很有故事。

一些工匠正在另一个房间雕刻，每人面前
摆放了几十把大小、粗细不一的刻刀，据说标准
的一套共有 45 把刻刀。“这些师傅的手工可真
厉害，不需要有画摆在眼前做参照，他们拿起来
就雕，形象都在脑子里，雕完后栩栩如生，各具
特色。”周建国感慨。

记者拿起一个巴掌大小的龙木雕，问需要
刻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一个工匠需要雕七八
天。难怪神庙修复工期预计需要 5 年！

除了传统理念和工艺，中方一些先进的技
术手段也已应用在九层神庙修复上。应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的邀请，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
队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记录神庙的现状和文
物历史信息。这样一来，周建国团队的修缮成果
将得到可视化的阐释和共享。

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的业主是尼泊尔文化、
旅游和民航部下属的文物局。该局执行局长高
塔姆告诉记者，中尼这一项目合作是值得向全
世界宣介的典范。据了解，为共享信息、交流经
验，有关各方计划在加德满都召开一次研讨会，
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在尼进行文物修
复的其他国家同行等，一起探讨对世界文化瑰
宝的更好保护。

九层神庙又称巴桑塔布尔塔。尼泊尔语中，
巴桑塔布尔意为“春天之地”。经过周建国等中
尼文物修复工作者妙手回春，九层神庙终将以
“原有的模样”迎来新的春天。

妙手回春的“文明工匠”

亚洲文明再发现

留住“水晶晶”的美丽与乡愁
浙 江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建 设 侧 记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冯源)“水晶晶的垂柳，
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石板路，水晶晶的店
铺……”著名作家徐迟连用了 66 个“水晶晶”，形
容古运河边的家乡古镇——— 浙江湖州南浔。

杨柳轻拂河岸，青藤攀附古桥，轻舟犁开
水面。眼下的南浔古镇，正是暮春好光景。

“现在的河水更清澈了。”南浔乡土文化研
究者沈嘉允说。这位老人世代居住在南浔古镇
的百间楼河边，家门口的河埠头，还能看到潜藏
在水下的三四级石阶。“人是喜山乐水的，江南
水乡，就是我的乡愁。”

“我们有 92 名保洁人员，从早到晚，都有人
开展保洁工作。”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
共环境部经理钱峰介绍。

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南浔古镇和流经古镇的頔塘故道名
列项目之中。2016 年，当地启动了古镇保护利用
3 年行动计划，从优化空间布局入手，促进古镇
整体性保护。在已有的《南浔历史文化保护区保

护规划》基础上，当地围绕世界遗产保护的严
格要求，正编制《南浔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大运河南浔段遗产保护规划》等。
中国大运河在浙江流经 5 市 19 县(市、

区)，包括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共计
运河遗产河道 683 公里，其中有 327 公里河道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有遗产点 13 处。在中国大
运河目前仍在使用的河段中，运河浙江段特征
显著，极具代表性，两岸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07 处，承载了 6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代表
作和 71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建章立制，是保护传承利用运河文化的重
要保障。

2017 年 3 月，《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正式出台，这是中国首个保护运河
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嘉兴市大运河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于去年 8 月正式施行。

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副
主任陈江介绍，他们还与市场监管部门合作，进

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标准化试点；与高
校合作，对运河水利工程遗存实施三维立体成
像，形成了数据模型。

加强研究、展示运河文化，是让运河文化深
入人心的有效举措。

宋代的长安闸是江南运河上规模最大、科
技含量最高的船闸。如今，在海宁市长安镇宋代
长安闸遗址附近的遗产展示馆，通过多媒体影
像设备、大型沙盘等布展模式，真实再现了“一
坝三闸”的工作原理和考古成果。5 年来，吸引
观众 10 万多人次。

毗邻大运河南端终点标志拱宸桥的中国京
杭大运河博物馆，今年一季度的游客量达到 30
万人次。馆长叶艳萍告诉记者，今年博物馆计划
开设 20 堂“指尖走运河”手工主题课，从门环、
屋檐、青铜、船只到天津泥人、淮安蛋雕等，向观
众展示运河南北丰富的文化遗产。

记者欣喜看到，浙江运河段，民间研究保
护力量在不断壮大。在杭州市余杭区，当地企

业家沈万林创办了江楠糕版艺术馆，展示自己
收藏的运河沿线的各类糕版。“运河边都有类
似的民俗，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制作不同的糕
点，用不同的糕版压花。我从本地一路往北，沿
江苏、山东一直收集到北京。现在，分门别类地
展示出来，观众可以真切感受运河文化与风
情。”

“我现在正在画一幅百米长卷，表现运河杭
州段风光。”家住杭州市拱墅区的民俗画家吴理
人说，他最近出版了一部《运河南端民俗图志》。
“运河文化是两岸百姓创造的，我一直在挖掘运
河的故事，抓紧记录下来。”

去年年初，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大运河文
化研究院。研究院顾问洪永跃介绍，在研究院专
家的推动下，杭州有了首个以“大运河”命名的
公交车站和地铁车站，运河两岸新建的一批文
体设施也将用“大运河”冠名。

“站名地名看似普通，但却是永久的标志，
能让运河文化更为深入人心。”洪永跃说。

推门进去，两个套着蓝色
布套的单人沙发安静对立，墙
上贴着的“光荣之家”四个大
字赫然醒目，整面墙都挂着各
式各样的奖状，老式立柜上摆
满了老照片。这里是“时光照
相馆”，带着人们溯游时光之
河，寻找光阴的故事。

在由太原“时尚回响工作
室”举办的 70 年太原老照相馆
记忆展暨“时光照相馆”开拍活
动中，人们带着自己的老照片，
邀请当年照片中的人，穿越时
空，再拍一张和当初一样的照
片。

“时尚回响工作室”专门
收 集 老 百 姓 生 活 中 的 老 物
件 ，记录每个物件背后的故
事。工作室负责人黄海波说，
大家在“时光照相馆”，像准备
登上舞台的孩子一样兴奋 ，
找到适合的衣服 ，化一个有
年代感的妆，装扮成年轻时的
自己。

1977 年，张秀玲在太原
开明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侧脸特写，张秀玲烫
着头发，鼻子高挺，朱唇微启，

露出洁白的牙齿。照片被放大后，手工上彩，在
照相馆橱窗里摆了很久。

在“时光照相馆”，张秀玲拿着这张老照片，
努力回忆当初拍照的场景，胳膊要架起来，头发
得把耳朵遮住……咔嚓，摄影师定格了 42 年的
光阴。

“在过去，拍一张照片是非常难得的，因此
也记录下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比如孩子出
生、老人过寿、结婚、战友分别等，每一张背后
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黄海波说，通过重拍老
照片，人们能够感受时代的变迁。

(记者王菲菲)新华社太原 5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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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舞台迎来“红五月”
新华社上海 5 月 8 日电(记者许晓青、孙丽

萍)滴滴的发报声，诉说着共产党人的果敢和坚
定，化为舞者足尖上的力与美；抒情的双人绸
吊，展现枪林弹雨中革命者的挚爱深情；《义勇
军进行曲》响彻全场，舞台上下为人民共和国咏
唱……

上海将迎来解放 70周年。同时，5 月下旬，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也将在上海举行。5 月的
黄浦江畔，院团荟萃、佳作频现，杂技剧《战上
海》、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集中公演，音乐
剧《国之当歌》等启动巡演，上海舞台迎来非同
凡响的“红五月”。

海派杂技剧亮出“红色筋骨”

这是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洗礼。5
月 7 日，杂技剧《战上海》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
演。海派杂技首次探索红色主题，剧目未演先
热、一票难求。

老一辈观众还记得，电影《战上海》曾引发
热烈反响。如今，银幕作品“变身”舞台版，杂技
剧《战上海》勇于守正创新。“用杂技表现革命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需要主创团队深刻领悟
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精神，演出才能有筋骨、
有血肉、有温度。”上海杂技团团长、上海市马戏
学校校长俞亦纲说。

《战上海》演员团队近 80 人，平均年龄只
有 24 岁。前期创作热身，杂技团组织青年团队
参观了高桥烈士陵园、龙华烈士陵园等，并根
据史学专家辅导，重访历史遗迹，重走“解放上
海之路”，感悟 70 年前人民军队的壮举。

上海特邀多位军旅艺术家共同牵头创作，
量身定制这部杂技剧。全剧采用了 17 个经典和
新创节目，并在杂技技巧、道具上进行改革创
新，以海派杂技特有的惊险和张力，立体“再现”
70 年前壮烈的战斗场景。

从银幕到舞台 传承“红色基因”

不仅是《战上海》首演受关注，2018 年末上
海歌舞团将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搬上舞台，“谍战+舞蹈”这一全新表现形
式，吸引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到剧场重
温那段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故事。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取材于一段真实历
史。1948 年末，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的共产党员李白，在向党发出重要情报时不幸
被捕。1949 年 5 月，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壮烈
牺牲。

上海歌舞团团长、该剧制作人陈飞华说，经
过长达两年的选题“孵化”，主创采风、专家研
讨、剧目论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终于搬上
舞台。舞台上，青砖灰墙的石库门弄堂、忙碌的
老上海报馆和裁缝店，“李侠”坚守在发报机前，
被捕一刻毫不畏惧、铁骨铮铮……剧评界认为，
融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于一体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尊重历史、缅怀先烈的同
时，赋予昔日银幕上“李侠”这个角色全新的生
命，让红色题材完美融入现代文艺载体中。

首演以来，观众被这部作品的精致与传神
所打动。有网友留言：“穿越”历史时空的舞步，
令人肃然起敬，向英雄致敬，为舞者喝彩。

5 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参评我国
舞台艺术最高奖项——— 文华大奖，并作为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演出。

实现文艺创作的“红色接力”

一场文艺创作的“红色接力”，正在上海学
术界、文博界、文艺界接续展开。上海评弹团根

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物的真实故事改
编推出中篇评弹《初心》，目前已完成剧本初稿。

《初心》的主人公是上世纪 20 年代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张人亚。他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馆藏《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原主人，
他和他的家属曾冒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党的重
要文件。

起初，这则传奇故事主要由纪念馆的讲解
员向观众介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
明将其撰写成故事稿《守护》，经讲解员宣讲，
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脱颖而出。得悉
这一蓝本，上海评弹团果断决策，将《守护》改
编成中篇评弹《初心》，剧本初稿目前正由专家
打磨。

“坚守初心，更坚定信仰，从文物到故事，再
到评弹，文艺创作可以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
传播更广。”徐明说。

评弹艺术不仅是江南文化的代表形式之
一，同时也是传播红色文化的文艺“轻骑兵”。上
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说，老一辈艺术家留下了

《海上英雄》《江南春潮》等一批红色主题作品，
进入新时代，评弹人更要发挥好本领特长，把历
史上、生活中的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动人故事，
化为文艺创作不竭的源泉。

▲ 5 月 7 日晚，演员在杂技剧《战上海》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即将在北京启
幕。中国倡议、各方参与，这场
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
同体为主题的大会，为探索不
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搭建了一个
崭新平台。

“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
之？”“夫物之不齐 ，物之情
也。”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绵
延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
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
基因。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在交
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
来的文明。从张骞两次出使西
域，到郑和七度远洋航海 ；从
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到马可·
波罗游历中国 ；从驼铃悠悠 、
商贾云集的丝绸之路，到融合
中国传统画法和西方油画技
艺的中国写意油画……无不
生动讲述着“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
刻哲理。

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
不同文明交流之频密前所未
有 ，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共
享 深 度 交 融 带 来 的 丰 硕 成
果。同时，全球也出现了一些
新问题 、新挑战。面对不同思
想文化深刻激荡的现实 ，是
听任所谓“文明较量”“文明冲
突”旧调重弹，还是高高举起
文明交流 、文明互鉴的大旗？
中国的答案一以贯之：从不
同文明中寻求智慧 、汲取营
养 ，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
心灵慰藉 ，携手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这是中国的文明观 。举办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 ，体现了中
国对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解决
亚洲和世界面临问题的深邃
思考和务实行动。

在历史长河中，黄河和长
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
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
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的古老文
明交相辉映；新的阶段，通过对
话促进交流互鉴、凝聚更大共
识，将让不同文明、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汇聚交融的亚洲更加多彩多姿，这是中
国对亚洲乃至全人类作出的贡献。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事实证明，只要摒弃
傲慢与偏见，相互尊重 、平等交流 、包容互鉴，
世界多样文明必定会和合共生 、琴瑟和鸣，呈
现美美与共的美丽画卷。我们期待，这次文明
盛会，将为亚洲和世界文明繁荣注入新时代的
力量。

(记者杨依军)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新华社堪培拉 5 月 8 日电(记者白旭、潘翔
越)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馆长马修·特林卡日前在
堪培拉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澳中两国文
化交流频繁、联系紧密，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让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

坐落在堪培拉市中心伯利·格里芬湖畔的澳
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2001 年正式对外开放，特林卡
从 2014 年起任馆长。

特林卡说，原住民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特色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土地上有数万年人类生
活的历史，许多原住民在这片大陆上生息繁衍，澳
大利亚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移民
文化把我们和全球历史联系在一起，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逐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为澳大利亚
现代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谈及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的博物馆之
间的合作，特林卡说，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和中国
有着很深的渊源。“自从博物馆正式开放以来，我
们已经到中国举办过三次展览。2002 年我们第一
次到海外办展就去了广州，接下来是 2010 年到中
国美术馆，2018 年首次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办展。”

“当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时，我们会在
这个过程中更了解自己。”特林卡说，通过两国博
物馆间的交流，希望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可以相
互学习，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多年来，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与中方合作伙
伴一直通过互派工作人员、合作办展等方式加强
合作。去年，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150 多件珍贵的
土著艺术家树皮画赴华进行巡展，作为交换展览，
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百余件书法和绘画作品今
年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个名为“中国艺
术的历史表达”的展览今年 4 月 5 日正式向公众
开放，展品中包括中国国宝级书画珍品《乾隆南巡
图》的复制品。

特林卡还说，尽管澳中两国文化不同，但国家
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他希望今后与中国博物
馆扩展合作渠道、增加合作方式，使两国间的文化
纽带更为牢固。 (参与记者：周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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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的对话

让世界变得更好
专访澳国家博物馆

馆长马修·特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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