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1 年 3 月 4 日 星期四
关注·文化

　　据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学涛）黄
河中游东岸的蒲津渡遗址上，4 尊铁
牛排成两排，面向黄河，怒目圆睁，侧
耳聆听，前腿蹬，后腿蹲，一幅“沧桑未
改牛脾气，进退还凭铁骨头”的气势。
它们已近 1300 岁。
　　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它们
不同于扬军阵、耀帝威的秦兵马俑；亦
不同于宣佛法、炫珍宝的释迦舍利；也
不同于讲五行、为厌胜的镇水石犀。这
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是中国古代劳
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
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无价
之宝。

因国家工程而生

　　蒲津渡历史悠久，是古代黄河中
游一个重要的渡口，曾是运送粮食、
盐、铁等物资的通道，在政治、经济、军
事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历
代兵家必争之地。
　　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说，之前
蒲津浮桥为竹索连舟浮桥，用木桩做
地锚，春天黄河冰凌解冻后很容易将
浮桥冲坏，不仅劳民伤财，还给两岸交
通带来不便。到唐开元年间，唐王朝国
力强盛，生铁产量已很丰富，有条件用
在工程上做浮桥地锚。
　　于是，唐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倾国
力，派中书令张说主持修建新的蒲津
浮桥，在两岸各铸 4 尊铁牛为固定地
锚，改“竹缆连舟”为“铁索连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牛是镇水神
兽，这 8 尊铁牛出生时就被寄予了守
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
　　一时间能工巧匠汇聚于此，人声
鼎沸，烟尘滚滚，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
牛为代表的铁器群。他们以黄蜡雕塑
造型，将澄泥涂于蜡模外，用火烘烤，
待泥模烘干后蜡液排出，再堵住排出
口，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当铁水凝固
后打碎泥范，铁牛顺利成型。
　　据测算，这 4 尊铁牛每尊重达 45
至 75 吨不等，长约 300 厘米，宽约
110 厘米，高约 150 厘米。每尊牛的后
部有一横轴，长 220 厘米，轴头有不同
纹饰。这批铁器群为低硫低硅灰口铁，
是木炭冶铸的产物。
　　“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
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曾负责铁牛考
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

坚守岗位 500 年

　　“铁牛造型非常写实，选用的是我们当地晋南大黄牛
的造型，看上去憨厚朴实，又有大唐雄浑厚重的气势。”蒲
津渡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尉会萍说。
　　和铁牛配套的还有铁人、铁山、铁墩、七星状铁柱等。其
中，最有趣的是个头高大的铁人们，形态、表情各异，极为生
动。每尊铁人高约 1.9 米，有的形象轮廓分明，眼睛大，颧骨
较高，嘴唇丰厚，袒胸赤膊，下身着围裙；有的则着典型的唐
朝服饰。他们双手呈握器物状，两拳成孔，可能当年拿着“工
具”。目前他们的身份还不能确定。
　　这批铁牛可不是普通的牛，它们身下斜柱桩的构造和
作用是古代桥梁工程的典范。每尊铁牛下方，有和牛身相连
的 6 根长铁柱，倾斜度达 35 到 45 度，牢牢扎入地下。柱桩
均在 1.5 米左右距离出现反向伸出的“出脚”，增大了前后、
左右、上下活动的阻力，保证了上部铁牛的稳定、坚固，使其
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
　　然而，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铁牛难免有沉浮。宋朝时，
8 只大铁牛被大水冲走，陷入河底的淤泥。为重修浮桥，当
时出色的工程学家怀丙和尚利用浮力打捞起它们。这个故
事后来被编入课本，铁牛也因此家喻户晓。
　　专家们考证，在对蒲津渡浮桥不断维护下，黄河两岸 8
尊铁牛坚守岗位约 500 年，直到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它们
才卸下肩头重担。

保护盛唐遗风

　　清代蒲州知府周景柱在《开元铁牛铭》中记载，蒲西郭外
黄河之岸侧，有铁牛四，自唐开元中所铸凡八，其四在秦之朝
邑，东西分向，用以维河桥。及金元世，桥废渡绝，而牛之存者
如故，阅千有余岁矣。
　　面对历经沧桑的大铁牛，周景柱发思古之悠情，加强文
物保护，修筑了保护铁牛遗迹的青砖护卫墙。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发生在铁牛脚下
这片土地。随着黄河向西改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铁牛渐
渐没入泥沙。
　　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他深入
黄河滩涂探查、到民间走访，1988 年正式寻找铁牛。一年多
后，黄河东岸的 4 尊铁牛，连同铁人、铁山、铁柱等面世，樊
旺林百感交集，流下激动的热泪。目前，黄河西岸的铁器群
仍沉没在泥沙中。
　　由于靠近黄河，空气潮湿，地下渗水不断，出土后的铁
牛等腐蚀严重，锈迹斑斑。铁牛的保护工作引起各级政府的
关注。1991 年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4 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
　　 2001 年，“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
完成，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被提升了 12.2 米进行保护
展示。
　　如今，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安装了监控，30余名工作人员
24小时不间断地看护着这批铁质文物。每遇下雨下雪天，工
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擦去铁牛身上的水；文物掉一点铁渣，他
们都要收集起来；尉会萍更是坚持写工作日志、拍照，记录着
大铁牛身上发生的点滴变化。
  “铁质文物保护是个世界难题，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守护着它们，希望能对铁牛的保护、修复有参考价值。”尉
会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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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殷耀、于嘉、
勿日汗、王雪冰）一朵朵姹紫嫣红的牡丹花
由层次分明的绿叶衬托着，刻画在凹凸有
致的皮质圆盘上，显得活灵活现……走进
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项目蒙古族皮艺（皮
雕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云成义创办的产
业园，一幅幅精美的皮雕画或挂于墙面，或
摆在书架上，让人目不暇接。
　　“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而言，皮革曾是
记录生产生活的特殊载体，雕刻在上面的
图案生动逼真、质感强烈，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项目之一。”云成义说。
　　蒙古族皮雕画大多在牛皮上手工雕
刻、彩绘而成，呈现出浮雕般的美感。然而，
这一古老技艺逐渐与现代生活脱钩，加上
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皮雕画一度面
临失传危机。
　　“皮雕画有近千年历史，文化内涵十分

丰富，挖掘好就一定会有广阔发展前景。”
云成义说，“把这项技艺与现代生活紧紧结
合起来，以文化创意为引领，探索产业化发
展，对它的传承弘扬很有裨益。”
　　今年 58 岁的云成义出生在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他儿时常看长辈制作皮雕
画，耳濡目染下，也对这一艺术产生浓厚
兴趣。
　　初入社会，云成义没有从事皮雕画相
关工作。然而在他心中，弘扬发展这项艺术
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
　　“要传承，光有热情和干劲不行，没有
阵地和平台很可能半途而废。”他说。
　　 2003 年，在妻子张晶的支持协助下，
云成义着手创办皮艺企业，由于缺少资金、
场地，几乎白手起家。他在自家小院内搭起
简易厂房，向亲友借来启动资金，从选购皮
张、剪裁，到雕刻、烫烙、彩绘，一步一步有

了起色，并于 2006 年成立皮业公司。
　　变皮革为工艺品并非易事。云成义说，
挑选皮张时，皮面既要柔软，又要有纤维韧
性，还不能有划痕。创作过程融合绘画、雕
刻、染色、抛光、定型等工艺手法，粗略算
来，完成一件皮雕画需六七十道工序。
　　经 10 多年努力，出自云成义之手的一
幅幅特色皮雕画问世，有些还获得国内外
艺术奖。围绕皮雕画技艺，他最大限度搞创
新，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高质量产品
需求，现已取得 26 项研发成果，开发 400
多种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在沿用纯手工技艺创作皮雕艺术精品
的同时，云成义购置了下料机、印花机等设
备，以保证大众化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效率。
　　“纯手工制作 1 米多高的皮雕画要 40
天左右，人工成本非常高。”云成义说，对大
众化皮雕产品而言，如果一些工序由机器完

成，不仅能实现标准化量产，还能把制作时
间大大缩短，成本显著降低。
　　为进一步让蒙古族皮艺在传承和创新
中得到保护，云成义 2016 年成立传习基地
和产业园，让中外游客前来体验皮雕画制
作、蒙古包建造、草原射箭技艺、蒙古族礼
仪等，年均接待上万人次，并对周边乡村贫
困群众扶贫帮困。
　　云成义的儿子云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毕业后，在父亲创办的产业园发
挥专长，把传统技艺生活化作为研发方向，
设计制作车载户外产品、艺术箱包等产品。
比如雕刻着阴山岩画图案的登机箱、描摹
着蒙古马鞍图案的垂钓椅、包含皮雕画元
素的背包、钱夹、吊椅、衣柜、笔记本等。
　　“我们不仅要传承皮雕画技艺，更要把
它生活化，让它在现代社会拥有新价值，焕
发新生机。”云博说。

蒙古族皮艺：在皮张上妙笔生“画”

北京书店达 1994 家，获称“书店之都”
将扶持实体书店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记者张漫
子）记者从北京市实体书店建设联席会
议办公室获悉，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实
体书店数量达到 1994 家，已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万人拥有实体书店”的指标
任务。
  2021 年起，北京将出台专项扶持政
策，推进书店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
　　实体书店是城市重要的文化地标，承
载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城市文化气

质。近年来，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将
实体书店扶持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
抓手，制定出台政策文件，连续 5 年投入
扶持资金，大力推动实体书店产业发展。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背景下，
北京第一时间为企业纾困，在保证扶持
资金快速到位的基础上，积极协调行业
内外资源，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方式，促动
实 体 书 店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融 合 创 新 的
步伐。

　　在中国书刊发行协会近日主办的“新
时代杯”2020 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致
敬活动中，北京市因新开书店数量、书店品
牌、人均阅读指数、阅读活动、政策资金保
障等多项指标表现突出，荣获“书店之都”
荣誉称号。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表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已拥有特
色书店 200 家，1000 平方米以上的书城
41 家，实体书店数量达到 1994 家，已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万人拥有实体书店”
指标任务。
　　下一步，北京将鼓励实体书店植根
于全民阅读，为广大读者提供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推动 24 小时书店
建设，繁荣首都夜间经济，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推动“书店与社区
结对子”，举办书店进社区全民阅读常态
化活动，鼓励每家书店对接周边 5 至 10
个社区，打造完善 15 分钟阅读圈。

从《刺杀小说家》的拓荒看中国电影的想象力
本报记者张漫子

　　从上世纪 70 年代乔治·卢卡斯以《星
球大战》为支点打开一个关于想象力的新
世界的大门，再到本世纪以来《指环王》《纳
尼亚传奇》等美国奇幻大片不断刷新我们
的视觉体验，新一代的年轻人呼唤电影这
门跨越三个世纪的艺术，带给他们奇幻的
故事、超验的感受、形而上的表达，以满足
他们物质现实世界之外的文化想象。
　　然而在中国电影屡创票房纪录的同
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受制于
想象力、工业化等因素，东方的奇幻探索步
履蹒跚。如何为中国奇幻大片锚定坐标，如
何找到中国奇幻题材的文化基因，都是一
条少有人走过的路。
　　今天，这一局面就要被改变。在牛年春
节档再次刷新中国影史纪录之时，《刺杀小
说家》在想象力的开掘、工业化道路探索等
诸多方面，以拓荒之姿为中国奇幻电影提
供了新的价值标尺。

想象力在哪里

　　《刺杀小说家》讲述的是一个“凡人弑
神”的奇幻故事。“当全世界都不认同你的
信仰时，你要不要坚持下去，以及你是否会
坚定地认为，如果坚持下去，终究会发生某
种改变。”该片导演路阳介绍。
　　“故事的核虽不算新鲜，但如何将这个
核放置在两个彼此纠缠的平行世界，并以
奇幻电影的壳托起这个核，全然是一次没
有参照系的实验性探索。”该片的出品方华
策影视副总裁傅斌星说。
　　奇幻，是地道的舶来品。纵观西方文学
发展史，奇幻文学属于更为古老的文学传
统——— 幻想文学。英国作家托尔金这样定
义“奇幻”：必须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独立
的另一世界，一个幻想的世界，却是一个完
整、丰富而又真实的世界。
　　路阳说，原著用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失
孤的父亲互为镜像，传递了信念的力量。

“这一点特别打动我，是我想把它变成奇幻
电影的原因。”
　　然而将严肃文学变成充满想象力的影
像，比想象中难。正常的电影剧本创作时间
是 1 年左右，而《刺杀小说家》的剧本改编
花了 21 个月。
　　“从小说到电影，那条沟壑特别巨大。”
路阳说，小说里很风格化的东西，那些奇幻
的描写，“小径分岔的花园”式的写法，移植
到电影里，就要重新勾勒。不论是带给观众
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还是构筑一个可信的
异世界，都需要喷薄的想象力。事实上，想
象力的匮乏正是中国电影长期被人诟病的
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要用足够的细节，扎实地支撑起
人物，包括他的诉求、欲望、行动、情绪。”在

路阳看来，小说到电影的细节缝隙，必须用
想象力和创造力填补起来。云中城的宫殿
山什么样？渡口的风格怎么确定？街道弥漫
着怎样的气息？都需要想象和再创造。后
来，团队用《山海经》里不同的动物为每个
坊做了归类。
　　经过 21 个月的设定、推演、设计、写
作、推倒、再重来，《刺杀小说家》踏出大胆
一步——— 区别于西方构筑的惯例，那个在
既定规则秩序内探险的奇幻世界，这一次，
中国奇幻在挑战秩序、打破规则中找到了
自己的独特基因。

一把钥匙

　　如何呈现这个想象力驰骋的世界？
　　当科学进步带动了技术飞跃，电影工
业就是为想象力松绑的那股力量。对于
电影《刺杀小说家》而言，为想象力开掘
更 高 更 远 的 呈 现 空 间 ，要 靠 视 效 这 把
钥匙。
　　 2000 张概念设计图，2095 张分镜头
故事板；20 多个摄影棚，面积高达 17 万平
方米；100 台摄像机，20 台电脑，120 个动
作捕捉摄像头……
　　“在导演的设定中，赤发鬼原本是人，
想变成神，却由于欲望作祟而成了妖魔。”
视效指导徐建说，这是一个大反派，需要呈
现给观众一个“让万念俱灰的感觉”。
　　为了精确表现这个数字角色，徐建和
他的团队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赤发鬼有 15

米高，4 只手臂，红发蓝面——— 这是观众能
够看清的。而那些真正营造逼真和沉浸感
的，则是看不清的 40 万根头发、90 万个
毛孔、做表情时肌肉的变形、血管的扩张等
极致的细节。
　　“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我想，如果现
实中真的有这样一个生物来到你面前，你
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了。”
　　为达成这一目标，徐建先后研究了赤
发鬼的骨骼和肌肉分布，它的表情、呼吸、
汗毛甚至眼睫毛的弯曲度。“毛孔里有汗
毛，逆光的时候会看到一层小绒毛，否则
皮肤就变成了胶皮。睫毛生长的方向都会
对赤发鬼的精神状态有影响。”
　　为了让技术精确地支撑好故事里的
世界，视效团队还解决了一个世界级难
题：让赤发鬼的毛孔跟皮肤和肌肉“动”
起来。

需要更多“冒险”

　　走出影院，一些奇幻迷、动漫迷直呼要
“二刷”，还有影迷在豆瓣短评中写道：“震
撼！没有影片给我这样的新鲜感。”
　　这份震撼背后，是一次长达五年的冒
险。路阳接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满头黑
发，现在头发已经半白。“很熬人，但很值
得。”路阳说，这里有一个我从来没有面对
过的课题：如何说服观众相信我们给他们
的这个奇幻世界，并且跟随主人公去冒险，
看他在冒险路上的奇遇，深信的物理法则

都崩塌了，他还在坚持——— 我们想表达，这
个世界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等待冒险者
去印证，去创造。
　　正如《刺杀小说家》传递的价值一样，

《刺杀小说家》的主创团队踏上的也是一条
充满奇遇的冒险的征途，也是一条与脚下
平坦的陆地相比，道阻且长的路。
　　“在和动作导演讨论时，我提出的要求
是，别给我看我看过的东西，咱们弄点新
的。”在路阳看来，每部电影都有新突破，这
才是中国电影应当做的。
　　郭帆在拍摄《流浪地球》时曾感慨，中
国幻想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之间的差
距超过 20 年。缩短差距，需要一个接一个
的冒险者迎难而上。在中国电影从“刀耕火
种”向工业化迈进的路上，《刺杀小说家》接
过《流浪地球》的火炬，以协作模式，最大程
度优化动作、美术、虚拟拍摄等工业流程，
再度缩短这一差距。
　　结束采访正是牛年春节档近尾声，其间
不断有App弹出消息：票房再创新高。这一
消息在给人振奋的同时不禁引人思索：在成
为“全球最大票仓”过后，中国电影是否到了
开掘票房之外意义的时候？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始终要奔向艺
术的远方。有时大家说电影没用，艺术只
是远方的呐喊或哭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
么关系？不如谋求一点实在的、眼前的东
西。但我还是相信艺术塑造人的那个力
量。”路阳说，这值得我们冒险，中国电影
需要冒险精神。

电电影影海海报报中中CCGG角角色色红红甲甲武武士士与与真真人人角角色色跨跨次次元元激激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