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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古今对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部部经典的古籍
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
古籍为更多人了解和熟悉？从通俗易懂且受
众广泛的网络文学入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不少网络文学作者看来，古籍是一个
文学创作的“灵感宝库”。古籍之中有着异彩
纷呈的世界，当下流行的仙侠、玄幻、鬼怪
等题材，不少蓝本都出自经典古籍。本次征
文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 《鄱阳湖君传》 脱胎
于 《子不语》 中黑鱼精的故事，作者将原作
中的立场反转，把主角设定为“一条只做好
事却突然遭劫被斩的鱼妖”。该作品没有局限
于套路式的复仇故事，而是讲述了主角以真
诚之心带领百姓奔赴好生活、追求与自然和
谐发展共存的故事。

以古籍为线索进行二次创作，也可以为
古籍中的故事“补足”，以不同视角更全面、
更 细 致 地 呈 现 当 时 的 社 会 风 貌 。 获 奖 作 品

《长安香》 以 《长生殿》 中李隆基与杨玉环至
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为基础，但却将视角放在
了一个性格洒脱却又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小人
物身上。通过女主角张云京的故事，描绘出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百姓的生活状态。

而对于另一部分作者来说，他们更渴望
通过自己的作品与古人“对话”，以古籍为灵
感讲述现代人的故事。获奖作品 《无情调》
可以说是 《牡丹亭》 的“续写”，但作者却并
不完全认同汤显祖的“至情论”。与复述爱情
跨越生死的故事相比，她更希望在保留原有
故事背景和风格的基础上，以现代人视角，
用更多笔墨描写主人公用智慧去解决问题、

摆脱烦恼，强调身处逆境要自立自强的精神。
“此次征文，就是尝试着通过形式创新，

完成对古籍的另一种活化，让它们在作者笔
触下‘活’过来。”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表
示，“我们鼓励作者创作与古代医术、技艺、
职业、传统文化题材相关的故事，向读者展
示瑰丽的中华文明。”

吸引更多受众

在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看来，古籍不应成为图
书馆中“束之高阁”的文物，而应通过各种
形式的活化探索，将其蕴含的精神智慧与精
神财富揭示出来，并赋予其今人的情感、价
值、精神和想象，激活古籍这片“文化高地
上的璀璨花园”。

“按照我的看法，每一部古籍的活化大概
都是我们在时光长河里的一次穿越。”张志清
说，“古人的故事躺在书库里，等待着今人的
发掘。本次活动征集到了 3 万部小说，这个数
量已经颇为壮观，但我依然期待着未来更多
作品的产出和全社会更广泛的参与。”

在番茄小说执行总编乐力看来，他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拉近古籍与更多普通人的距
离，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更便捷地接触到这些
珍贵的历史文献，并进一步激发人们对古籍
的兴趣和热爱。“作为一个‘看’书的平台，
我们一直在努力让每一本书都能够被需要它
的人看见，古籍也不例外。”乐力说。

对于网络文学创作者而言，以古籍为灵
感进行再次创作，也是降低古籍阅读门槛的
一种尝试。在获奖作者任欢游看来，古籍就
像是“古代人装在玻璃罐里的时光胶囊”，以
文字形式把历史以一种缓慢且浪漫的方式传
至当下。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以更通俗
的方式让更多读者了解古籍。

借力数字技术

如果说网络文学让更多人对古籍产生了
兴趣，那么想要将这份“兴趣”转化为对古
籍和古籍保护事业更长久的关注，则离不开
对古籍更深入的了解。古籍活化需要以保护
历史文化为前提，也需与当下的媒介环境、
社会价值充分融合。

在张志清看来，图书馆及古籍馆将古籍
等代表民族文化的文化遗产收藏保存，是一
项 从 “ 历 史 的 长 河 当 中 呵 护 到 今 天 ” 的 工
程，而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阅读平台，则能
够在这项工程当中发挥独有的作用，以数字
化手段助力古籍的流传。

作为数字阅读平台，番茄小说在古籍的
普及与传播方面，不断进行着探索。通过公
版书引入上架，番茄小说为更多读者带来在
手机上即可阅读经典古籍的便利。据介绍，
目前累计有超过 5700 万人阅读过这些在番茄
小说上架的公版书，其中 《西游记》《红楼
梦》 等四大名著和 《孙子兵法》《山海经》 等
国学经典是最受欢迎的内容。

在本次征文活动中，“识典古籍”平台为
创 作 者 和 读 者 带 来 更 多 深 入 了 解 古 籍 的 机
会。2022 年 10 月，由“北京大学—字节跳动
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古籍数字化平
台“识典古籍”上线，通过 OCR 校对校勘、
自动标点、实体识别、自动翻译等技术的整
合，如今已实现了 2000 多部古籍的电子化和
可视化。作为一款文化公益产品，“识典古
籍”平台为公众提供免费阅读和利用古籍的
便利。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北
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副主任杨浩表示，从简
牍到纸张、从手抄到雕版印刷，古籍的保护
与 传 承 经 历 了 数 次 物 理 载 体 变 革 和 媒 介 变
革，一直面临突破载体限制的问题。如今，
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帮助古籍“插
上腾飞的翅膀”，实现高速且高效的传播。在
当下的数字环境下，通过网络平台及可视化
技术助力人文学科打造基础信息设施，对于
智能时代数据驱动的人文研究范式，有着积
极的价值。

本报电 （胡阳） 日前，在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指导下，
一批 2023 年度全国热门博物馆
发布，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三
星堆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
家自然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
以 其 丰 富 的 馆 藏 、 专 业 的 研
究、高水平的展览、广泛的交
流，展现作为国家文化名片的
风范。吴文化博物馆、闵行区
博物馆等地方性博物馆通过策
划具有特色的展览和活动，吸
引了不少关注和热度，也为公
众 提 供 了 丰 富 多 样 的 文 化 服
务。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杭州
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
则以独特主题展现文化魅力，
探索博物馆事业多样化发展。

本报电 （记者徐嘉伟） 1 月 13 日，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匡堰镇的上林
湖青瓷文化传承园热闹非凡，沉睡千年
的龙窑，经过越窑青瓷工匠孙迈华、孙
威父子多次研究试烧，终于开窑。随着
一声“吉时到，开窑啦！”窑门被重重砸
开，800余件质感温润、造型独特的茶杯、
酒器、花瓶，历经窑火淬炼，惊艳亮相。

龙窑在上林湖地域断烧千年，这是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恢复以后，第一次正
式采用传统龙窑烧制。在窑口，省级越
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孙威小心翼翼地
将一个个匣钵捧了出来。据介绍，青瓷
烧制“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土坯经过火
的洗礼“一色生千变”，其中秘诀与烧制
青瓷的龙窑以及窑工的经验息息相关。

龙窑是我国窑炉的一种形式，多建
筑在江南地区坡地上。窑呈长条形，由
下自上，如龙似蛇，故而得名。

此次炼制的龙窑是仿制古窑而建，
烧制时窑温超过1300℃。窑工师傅们守
在窑外添柴观火，不眠不休 20 多个小
时，掌控火候全凭“火眼金睛”。“成败
就在毫厘之间，不到出窑的那一刻，谁
也不知道烧出了什么，但正是因为不确
定性，更加彰显了越窑青瓷的珍贵。”
孙威说。

孙威的父亲、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
迈华脸上藏不住笑容，他指着一件件陈
列好的青瓷介绍：“可以看到烧出来的釉
色特别均匀滋润。”他这次共烧制了4件

作品，寄托着对龙年的美好祝愿。“龙
年马上就要到了，用龙窑烧青瓷很有意
义。慈溪是越窑青瓷的故乡，希望借助
这次活动，越窑青瓷能够更好地传承发
扬下去。”

青瓷文化是慈溪地域文化之宝、城
市精神之根。短短20多年时间，慈溪不仅
复原了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还将越窑青
瓷元素植入音乐、影视、旅游等领域，将

“青瓷”这个文化符号深深刻入了城市的
血脉中。

目前，慈溪拥有国家级陶艺大师 1
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5 位、宁波市级
工艺美术大师11位，青瓷器具生产企业
20 余家。同时，慈溪敢于“跨界”，引
入新业态，解锁新玩法，打造青瓷文旅
IP，以全长30公里的中国最美越窑乡野
风景道为主线，串起上林湖越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上林湖越窑博物馆、青瓷
文化传承园、鸣鹤古镇等文旅综合基
地，打造“秘色瓷”特色文旅线路。慈
溪独有的青瓷瓯乐，目前也已成为浙江
靓丽的文旅金名片，相关演出团队多次
受邀参加 2014 年 APEC 第一次高官会
议、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等各类重
要活动演出，赴美国、德国、捷克等10
余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50余次。

“我们将在保护、传承、发展越窑
青瓷的长路上不断前行。借助举办龙窑
复烧活动，越窑青瓷的新故事，正在被
持续书写。”慈溪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思北、高蕾）
“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4春节
大联欢”1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大联欢
以“龙腾万里 百花迎春”为主题，老中青艺
术家同台献礼，各艺术门类的精品力作汇
聚一堂，展现文联文艺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本次大联欢分为文明之花、青春之
花、时代之花 3 个篇章，设置多个外景
场地，演出的节目跨界混搭、多元融
合、紧扣时代，展现文艺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壮丽图景。

非遗表演 《龙行天下》 拉开演出序
幕，歌曲联唱 《唱响幸福歌》 唱出美好
心愿，创意节目 《诗仙》 彰显传统文化

的恒久魅力，音乐舞蹈 《舞动八音盒》
灵动优美，尾声歌曲 《到人民中去》 凸
显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

在现场的互动环节中，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常沙娜、
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田华、“人民
艺术家”王蒙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
节大联欢”是中国文联的重要品牌活
动，至今已举办22届。本次大联欢由中
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
心承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协办。

据悉，这台联欢演出将在春节期间
通过卫视频道和网络平台播出。

“百花迎春”大联欢彰显文艺新气象“百花迎春”大联欢彰显文艺新气象

千年龙窑复烧 再现昔日辉煌

孙迈华在开窑现场展示他的作品。 胡学军摄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布，再到一个文
创空间、一座体育公园，要经历哪些蜕
变？在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
纺织艺术馆、云纺体育公园，可以找到
答案。

这是继昆明市云纺文创园后，由云南
纺织厂厂区改造而成的又一文创空间。

在这里，曾经运转不停的纺织机器，
“摇身一变”成为创意展品，吸引诸多年
轻人前来打卡；曾经工序严密的生产车
间，成了中小学生课外研学实践基地，展
示 着 一 朵 棉 花 到 一 匹 布 的“ 奇 妙 旅
程”……无论是曾经的工厂，还是如今的
艺术馆，都讲述着云南纺织厂的故事。

云南纺织厂历史悠久，建厂80多年
来曾为军需保障和社会民生作出重要贡
献。云南纺织艺术馆所在地曾是云南纺
织厂的重要生产基地。

“艺术馆里保存着完整的纺织生产
线和各个年代的纺织设备，见证了云南
纺织工业发展历史。”云南纺织厂厂长
杨桥介绍，“停产不停工，我们希望用
另一种形式讲好这段纺织故事，不忘初
心，坚守传承。”经过精心设计，厂方
选择了生产与艺术、文化和体育相结合
的改造方案，云南纺织艺术馆和云纺体
育公园应运而生。

纺织是这里的“根”与“魂”。艺
术馆以纺织工序进程为线索，分“棉花
之梦”“生产之歌”等六个主题，讲述
云南纺织厂从过去到现在的生产、生活
故事。打包机、摇臂钻床等一台台刻有
岁月印记的纺织机器陈列于此，“少说
空话，多办实事”等具有年代感的标语

随处可见，人们漫步其间，仿佛回到织
机轰鸣的生产一线。

昔日纺织厂产品质检员、如今的艺
术馆讲解员赵珍说：“每次看到这些机
器，就想起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日夜，
一针一线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岁月。”

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云南纺
织艺术馆还具有时尚现代的艺术气息。
滤尘室的棉花浴池别出心裁；“云朵楼
梯”将白棉置于顶端，营造出如梦如幻
的氛围。打包成袋的棉花、呈放射状延
伸的棉线、当年车间的维修工具都融入
设计中，成为装饰的一部分。过去与现
在、工业与艺术的完美交融，为艺术馆
平添几分美感。

开展研学项目是云南纺织艺术馆的
发展着力点。馆内设有体验区，通过操
作模拟织布机，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纺
织过程，感受匠人匠心。“工业遗存是
凝固的历史。但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创造，
唤起它们新的生命力，把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杨桥说。

云南纺织厂还在文体方面做了转型
探索。纺织厂的部分旧厂房被改造为以
室内篮球场为主的云纺体育公园，废弃
空间被充分利用。

纺织厂退休老职工们有说有笑地参
观，年轻人穿着租借的纺织工装在机器
旁拍照打卡，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棉花到
布匹的蜕变历程……曾经日夜不停的织
机声不再响起，工业遗存正以另一种更
有意义的形式存在。

（据新华社电 记者吉哲鹏、黄韬
铭、赵珮然）

一针一线的“艺术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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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热门博物馆发布

让更多古籍“活”起来
本报记者 黄敬惟

让更多古籍“活”起来
本报记者 黄敬惟

以 《子不语》《聊斋志
异》 为背景展开奇幻想象，
以 《世说新语》《儒林外史》
为线索呈现古代社会风貌，
以《长恨歌》《牡丹亭》为灵
感“续写”更丰富的生命体
验……日前，由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抖音
集团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与番茄小说联合承
办的“古籍活化 传承书香”
征文活动收官。在征集到的3
万余部以古籍为蓝本进行再
创作的作品中，最终角逐出
15部获奖作品。

当经典古籍邂逅网络文
学，古老的故事在当代作者
的笔下衍生出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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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典古籍”古籍数字化平台。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 日前，由沈阳杂技演
艺集团创作演出的杂技剧《先声》作为“全国优
秀杂技剧目晋京展演”剧目，登上北京保利剧院
的舞台。该剧为国家艺术基金 （2023年度） 大型
舞台剧资助项目，曾获“辽宁文华大奖”。

《先声》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中，沈阳各界抗
击日寇入侵的故事，人物特点和故事场景带有浓
厚的东北印记，表现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坚韧，以
及顽强拼搏、不惧强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该剧汇集了多位杂技剧优秀创作人才，历时2
年创排。创作团队走访多个相关历史遗址、拜访
历史专家，挖掘具有生活温度和思想深度的史料
细节，反复打磨，精益求精。

该剧涉及6大战斗场面，通过30个节目打碎重
组、40场布景转换和串联，体现杂技与戏剧表演的
巧妙编排与整合，在跨界融合中突显杂技艺术的魅
力。该剧充分运用视频多媒体、声光电等技术，把
舞台艺术和电影表现手法融为一体。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好评。“没想到
杂技会这么好看，技术好、内容好、表演更
好。”“很高兴能带孩子欣赏这样一场优秀演出，
在如此高超的杂技艺术中走进历史，铭记历史，
这非常难得。”不少观众这样表示。

“我们始终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把
对抗战精神和革命信仰的理解灌注到创作中。”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董事长安宁表示，“ 《先声》
的使命就是要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传扬下去，赋
予抗战精神新的时代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