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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开启建筑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
——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观察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文/图

国家大剧院“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汇报演出——

小演员呼吁文明行为
本报记者 李 月 文/图

第十六届“三湘蒲公英”奖
采用“互联网+比赛”模式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近日，

记者从中央电视台获悉，在国家创

新 战 略 驱 动 下 ，中 国 科 学 领 域 和

传媒领域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大

型 跨 界 科 普 合 作 ，也 是 目 前 为 止

涉 及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最 广 、参 与 科

研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大型电视科

普节目《机智过人》将于 8 月底在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记者了解到，这档由中央电视

台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策划推出的

人工智能节目，一改科普节目的高

冷姿态，将科学的严谨性和趣味性

结合，主打“四大亮点”：科学大咖

助阵、“最强人类”登场、顶尖人工

智 能 各 出 奇 招 、原 创 舞 美 夺 人 眼

球；融合“四个特性”：科学性、严谨

性、趣味性和权威性。

据悉，节目倾力打造了“机智

见证团”与“最强人类”两大阵营。

其中，机智见证团综合了来自科学

界、媒体界等多方面视角，团队成

员 将 包 括 中 科 院 科 学 家 、围 棋 选

手、央视主持人和影视演员等，作

为现场嘉宾和出题人。同时，由体

育、演艺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组成的

“最强人类”战队，将代表人类挑战

人工智能。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8

月 11 日，由湖南省文化厅主办的湖

南省第十六届“三湘蒲公英”奖优秀

节目展演暨颁奖典礼在省文化馆群

星剧场举行。经过多轮角逐，表演

唱《呤罗啦嘞》、群舞《看影戏》、戏剧

《将相和》、美术作品《快乐的女孩》、

书法作品《中楷孟子告天下》、摄影

作品《幼芽》等获各类别金奖。

本届“三湘蒲公英”奖分为学

演节目和原创作品两大类，报名参

赛的节目达 2680 个，包括音乐（器

乐、声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

书法、摄影等类别，参赛作品、参赛

人数、门类均超过往届。

本届“三湘蒲公英”奖创新采用

“互联网+比赛”模式，参赛者可通过互

联网自助报名，将作品拍成视频或照

片上传到网络平台即可参赛。初赛、

复赛全部在网上进行，全省 14 个市

州、122个区县的选手同步竞技。据

统计，网络总访问量达 1100 多万人

次，平台访问用户近 60万人次，最高

日访问量超20万人次。

“互联网参赛模式为参赛者提

供了方便，有效破解了线下比赛在

时间、空间、经费等方面的局限，降

低了运营成本，并且借助多媒体实

现了多元传播。”湖南省文化馆馆

长 叶 伟 平 说 ，通 过 互 联 网 展 示 作

品，除激发选手及观众对艺术的兴

趣，增加交流与沟通外，还可以帮

助各地文化馆建立选拔优秀作品

和人才的互联网数据库。

“钢铁之夏”太原国际青年金属雕塑
创作营开营

本报讯 （记者李月）日前，由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雕

塑艺术委员会和山西省太原市政府

共同主办的 2017“钢铁之夏”太原

国际青年金属雕塑创作营在太原工

业文化创意园开营。来自国内外

10 多所美术院校的 35 名学生齐聚

太原，运用当地遗留下的废旧金属

材料进行雕塑创作，传承工业文明

的记忆。

据了解，今年是“钢铁之夏”创

作营活动举办的第 7 个年头。7 年

来，学生们共同创作了近 500 件艺

术作品，给城市注入了新的视觉形

象和人文意义，以艺术形式将城市

的过去、现在、未来连接成整体。“太

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何更好

地传承历史文化，让工业遗产通过

艺术家的创作再现新的活力，是急

需政府和艺术家共同思索的重要课

题。”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

昌表示，希望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尊

重、挖掘材料的特殊语言，发挥个人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展现城市的历

史文化与工业文明。

据悉，此次创作营将在往届活

动的基础上，增进中外学生之间的

艺术交流，开阔其学术视野。在为

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创作营还将开

展师生座谈会、专题讲座等丰富的

学术交流活动，并带领学生体验三

晋文化，为其雕塑创作汲取灵感。

第六届艺术院校京剧专业
中青年教师高级进修班举办

本报讯 由中国京剧艺术基

金 会 主 办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承 办 的

“第六届艺术院校京剧专业中青年

教师高级进修班暨第五届艺术院

校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教学交流展

示”于 8 月 10 日至 20 日在中国戏曲

学院举办。来自全国 13所艺术院校

和新疆、宁夏等地区基层京剧院团

共计 120 多名学员，将向叶少兰、叶

蓬、杨乃彭等 10 多位不同行当的表

演艺术家学习《杀四门》《蜈蚣岭》

《杜鹃山》等京剧经典剧目。

据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王玉珍介绍，有针对性地对艺术院

校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进行培训，

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京剧艺术

传承与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基

金会已连续 5 年举办京剧专业中青

年教师高级进修班，先后有几十位

老艺术家向数百名学员传授京剧

表演技巧，对于提高中青年教师的

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据悉，为了进一步推动教学研

究，促进校际交流，在今年的教学

交流展示中，首次举办“京剧剧目

课教学应知应会交流展示”和“京

剧器乐专业中青年教师教学交流

展示”，由资深教学专家进行点评

和答疑，通过交流展示，强化学员

的学习效果。 （周 游）

科技挑战类节目《机智过人》
将登陆央视

日 前 ，由 首 都 文 明 办 联 合 国 家

大 剧 院 共 同 举 办 的 2017“ 市 民 高 雅

艺术殿堂文明行”系列活动之“青少

年 文 明 艺 术 夏 令 营 ”举 办 成 果 汇 报

演 出 。 22 名 8 岁 至 12 岁 的 小 演 员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为 观 众 带 来 一 场 独

具特色的儿童剧《金小蛇奇遇记》，

向 市 民 传 播 民 族 乐 器 知 识 ，呼 吁 文

明行为。

“文明行”提升艺术素养

据了解，“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主题活动

（以下简称“文明行”）于 2011 年启动，

至今已有 7 个年头。该活动依托国家

大剧院的资源优势，通过“青少年文

明艺术夏令营”“文明观赏大家谈”

“市民文明观赏”“文明观演实地演

练”“市民新春联欢会”五大板块，为

市民普及高雅艺术知识，提供体验艺

术文化的全新视角，不断提升普通市

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艺术和文明

素养。

“在‘文明行’活动实施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思索，如何持续激发普通

市民，尤其是刚接触艺术的青少年对

艺术的热爱，如何让广大艺术爱好者

接触更多的艺术门类等问题。”首都

文明办副主任卜秀均介绍，为此，“文

明行”团队于 2016 年策划了青少年版

《文明观赏市民读本——民乐篇》，用

通俗易懂的绘本展现中国传统民乐

艺术，带领孩子们在故事中学习观演

礼仪、认识民族乐器。

在表演中学习、成长

2017 年 ，主 创 团 队 将 读 本 中 的

《金小蛇奇遇记》搬上舞台，并带领

“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的孩子们

排练该剧目，通过寓教于乐的艺术形

式，向孩子们及家长、观众普及文明

观演礼仪、推广民乐知识。

据了解，参加此次演出的小演员

都是在北京市海选出的小小艺术爱

好者，经过半个月的排练，他们把《金

小蛇奇遇记》的故事搬上舞台，将各

个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演出现场掌

声不断。

儿童剧《金小蛇奇遇记》以民乐

知识作为切入点，主要讲述了在乐器

魔法森林里，主角金小蛇寻找竹笛、

古 筝 、二 胡 等 诸 多 乐 器 精 灵 时 的 奇

遇 ，并 最 终 在 乐 器 精 灵 的 帮 助 下 完

成 家 族 之 歌《金 蛇 狂 舞》演 奏 的 故

事，突出了团结、友爱、互助、协作的

文明风采。“小演员们对剧本的解读

过程也是对民乐知识的学习与积累

过程。而演出的过程则契合了这个

故事的立意——让孩子们懂得既要

独 立 ，又 要 重 视 与 他 人 的 团 结 协

作。”主创人员表示。

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主任、该剧

导演之一王小慧表示，通过排演儿童

剧，孩子们的台词、站位、形体、舞蹈

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作为导演，能

够清楚感受到他们艺术综合素养的

提升。

寓教于乐，学会做人道理

“这个剧创意很好，让孩子既能

得到启发，又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知

识。”专程带着全家人来观看演出的

穆先生告诉记者，“儿子在看完演出

后告诉我，他从中懂得了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的，要和睦、友爱相处。”

能够在国家大剧院登台也让剧

中小演员们兴奋不已，而潜移默化的

教育形式让他们对文明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在剧中饰演小云雀的徐梓

焱说：“通过排练，我懂得了做人要

谦 虚 。 我 还 认 识 了 很 多 民 族 乐 器 ，

提高了艺术鉴赏力。”饰演老鼠王的

王嘉瑞说：“这次活动让我深深体会

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

正 含 义 。 我 也 深 刻 体 会 到 剧 本 中

‘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角色，大家需

要学习别人的优点，相互弥补、团结

友 爱 ，吵架后就要道歉和好如初，这

样才能和平共处’的道理。”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的牵

手单位，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中心小

学此次组织了 18 名学生前来观看演

出，第一次走进国家大剧院，学生们

都很兴奋。该小学主任纪海霞告诉

记者：“山村小学能有这样的观赏机

会实在难得，既提升了学生们的艺术

素养，开阔了眼界，也使他们从中学

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对他们今后的

学习、成长都有很大帮助。”

8 月 10 日，建筑遗产保护行业的

年度盛会——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

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

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本届

建博会是第二届，以“保护、修复、利

用”为主题，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ICOMOS CHINA）、中国文物保

护技术协会联合主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对记

者 表 示 ，传 承 至 今 的 建 筑 遗 产 是 中

华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繁 荣 发 展 的 有 力

见证。遗产保护工作者应在深入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充 分 发 掘 遗 产 价 值 ，合

理 利 用 当 下 先 进 的 科 学 保 护 技 术 ，

使建筑遗产的内核价值得以最大限

度发挥，建筑本体得以延年益寿，从

而 更 有 力 地 融 入 当 代 生 活 ，为 建 筑

遗产的保护、利用、发展提供更多选

择和路径。

本届建博会展览持续 3 天，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意大利、俄罗斯、

尼泊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1 家 文 化 遗 产 行 业 的 重 要 单 位 参

展。展览范围涉及材料工艺、装备产

业、数字化应用、旅游文创、保护工

程、科研成果、专业媒体七大领域，不

仅展出了先进的建筑遗产保护修复

材料、技艺，同时专门设置了传统技

艺和现代科技的体验环节，还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现场展示木雕、石雕、绒绣、木构件修

复等传统手工技艺；此外，3D 扫描与

打印、VR、AR 等现代技术纷纷亮相，

与观众近距离互动，向观众展现了现

代科技的炫酷与奇妙。很多观众参

观后表示，对建筑遗产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在 展 会 现 场 ，木 雕 修 复 专 家 厉

阳 君 正 在 雕 刻 香 樟 木 的 雀 替 。 他

带 来 了 很 多 木 雕 作 品 ，既 有 山 水 风

景 、花 鸟 鱼 虫 也 有 古 典 人 物 、神 话

场 景 ，皆 栩 栩 如 生 ，吸 引 了 很 多 观

众 驻 足 观 看 。“ 手 工 雕 刻 是 独 一 无

二的。”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老家浙

江 东 阳 ，愿 意 学 习 这 门 技 艺 的 人 越

来 越 少 了 ，传 统 技 艺 的 传 承 和 发 展

面临诸多困难。

展会结合展览板块，紧扣行业热

点，由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国文琰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俄罗斯文化部

等拥有丰富建筑遗产保护经验的单

位，分享了国际建筑遗产保护案例实

践、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装备应用、古

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近现代建筑遗

产（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案例实践、

遗产活化与旅游文创、建筑保护与城

市更新六大主题的保护理念、先进技

术和实施经验。

“目前在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土遗址文物大概占 1/5。这些土

遗址大多分布在野外，常年遭受风雨

侵蚀等自然破坏，出现了坍塌、剥落

等多种病害，一些土遗址濒临消失。”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负责人

告诉记者，敦煌研究院通过开展“古

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土遗址

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在宁夏

西夏王陵、甘肃敦煌汉代玉门关、甘

肃酒泉锁阳城角墩、新疆交河故城等

多个土遗址中应用研究成果，对遭受

严重破坏的土遗址进行保护加固，取

得良好成效。

福建鼓浪屿申遗团队也来到展

会 现 场 ，与 观 众 分 享 了 鼓 浪 屿 的 申

遗经验。鼓浪屿申遗团队对当地社

区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记忆进行了

充 分 挖 掘 ，并 且 以 社 区 博 物 馆 的 形

式 ，记 录 下 鼓 浪 屿 的 建 筑 史 、社 区

史 ，使 岛 上 的 居 民 成 为 鼓 浪 屿 社 区

最 真 实 的 见 证 者 与 参 与 者 。 此 外 ，

来自闽南地区的华侨们也用捐赠资

金和旧物的方式表示了对鼓浪屿申

遗 的 大 力 支 持 ，让 物 质 遗 存 与 人 文

底 蕴 共 同 铸 就 了 鼓 浪 屿“历 史 国 际

社 区 ”的 模 式 。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学 院

国 家 遗 产 中 心 主 任 吕 舟 告 诉 记 者 ，

鼓浪屿所展现的中外多元文化的碰

撞、交流和融合，为当今世界不同文

化 间 价 值 观 的 相 互 理 解 与 共 同 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文化

的 包 容 是 鼓 浪 屿 入 选 的 关 键 ，而 所

有跟这一主题相关的遗存都需要被

保护。”他说。

建博会开幕当晚虽然天气炎热，

但仍有不少观众报名参加了稻草人

旅行，这是本届建博会特别定制的城

市走读活动。年轻的领队带领着小

到 10 多岁、大到头发花白的队员，从

上海展览中心出发，用脚步丈量上海

市静安区多个优秀历史建筑，沿途专

业讲解各栋优秀历史建筑渊源和趣

味故事，气氛十分快乐、活跃。

“建博会打造了一个遗产保护新

技术的交流平台，一个保护利用的创

意交汇平台，一个跨专业人才的交融

平台，从而为各界人士打开一扇通往

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窗口。”本届建

博会组委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8月10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化厅主办，贵州省文化馆承办的“2017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少儿节目展演”在贵州省贵阳市国际会议中心上演。

本次展演作为“2017 年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的主体活动之一，旨在为青

少年提供形式多样、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少儿文化活动，包括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等艺术类别。本次展演的参演者为全省 4岁至 16岁的少年儿童，共有

来自全省各地和省直代表队的 22 个节目 300 余名少儿参加。图为苗族舞蹈

《时代》演出现场。 （董金黄/文 曾银华/图）

展会展出的 3D 打印的莫高窟第 328窟彩塑

《金小蛇奇遇记》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