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
E-mail：csy731126@163.com

本期主编：文天心

本期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石琪

美美 编编：倪海连倪海连

8

文
旅

文化纵深

文旅聚焦

“在这个古籍修复技艺展上，不仅看到了珍贵的古籍，
了解了古籍修复技艺，还亲身体验了传拓、雕版印刷等技
艺，感受到了古籍这项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近日由黑龙江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黑龙江省图书馆承办的“妙手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技艺展示”活动现场，观众秦
岚拿着刚刚拓印出的“古籍”兴奋不已……

“古籍修复这项技艺，在哪里能学到呢，我好想尝试一
下?”另一位观众饶有兴致地向工作人员询问。

当昔日藏在“深闺”中的古籍，经过修复“熠熠生辉”地
走进大众视野；当神秘的古籍修复技艺，以现场展示的方式
亮相在大众眼前，带来的是这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

“活”起来，“火”起来。
15年，龙江古籍，保护传承渐入佳境。

妙手匠心
百部古籍重放异彩

14日 10时，春光明媚，省图书馆 505古籍修复室里静谧
温暖。

身着白大褂的古籍修复师胡光耀，正在对一册清刻本
《嵊县志》做修复。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叶古籍正面朝下放到
桌上，然后拿起一张修复纸，对照书口破损的形状，慢慢地进
行“手裁”。

“这个书口破损形状不规则，得按照这个形状先‘裁’好
大小适宜的纸，然后放到破损处，用浆糊粘好。修复纸的颜
色要略浅于原书的颜色，证明此处曾经过修复。这道工序叫

‘溜边口’”。胡光耀边讲解着，边小心而认真地粘贴着，宛如
面对着一件异常珍贵的瓷器。

左手边一叶叶的《嵊县志》泛着淡淡的黄色，散发着历史
的气息。虽然现在看来依然破损严重，但较之出库前已大有
改观。在此之前，它们经历了冷冻、建档、拆书皮撤书捻等一
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古籍修复的原则是最少干预，修旧如旧，所以你看这个
部位虽然文字缺失了，但我们也仅仅是补好破损部位，而不再
把字添上去。这一叶虽然字数不多，但完全修复好也得需要
好几个小时。古籍修复是个慢功夫，需要耐心、细心、精心。”

42 岁的胡光耀做“古籍郎中”已 15 年。在匠心打磨中，
已对这项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颇感自豪。每当一册古
籍经由他手，从一碰即碎的腐蚀状态，蝶变成一本散发着历
史气息的干净清爽的古籍，他就特别有成就感。另一张“手
术台”旁，50多岁的古籍修复师赵启东也在专心修复中。他
说，古籍修复的几道工序，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每个步骤都
有名堂，大多数时候都要依靠经验的积累。

就在这间修复室里，15年来，经由古籍修复师手中，《金
史》《来瞿唐先生易注》《八旗文经》《大吉羊室遗稿》《文献通
考》《韵补》《资治通鉴》等百余部珍贵古籍，在这里被抚平“伤
痕”，重新焕发光彩。

展览展示
让古籍走进公众生活

连日来，“妙手匠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
复技艺展示”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纷至沓来。展示
活动现场，大家对展出的古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跟随古籍修复师学习拓印，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乐
在其中。此项活动是省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宣传和中
华传统文化推广活动的一个缩影。

省图书馆馆长殷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在广大
社会公众中进行古籍保护理念的普及和宣传推广，让
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珍贵古籍走进公众，全省
古籍各收藏单位做了大量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
籍宣传推广工作。

以馆藏资源为中心，各古籍保护单位开办各种展
览，如“芸阁菁华 历史的记忆——黑龙江省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善本展”、“册府千华——黑龙江省
藏珍贵古籍特展”等大型主题展览；“文明之光——古
籍修复技艺展”，“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等。
创办古籍公开课、古籍讲座，撰写有关古籍保护和馆
藏珍贵古籍材料印刷宣传单发放给读者，并设计古籍
保护知识问答题请读者参与互动，如“纸韵书香、馆藏
撷珍——馆藏珍品解读”活动；积极开展民间古籍鉴
定活动，哈尔滨市图书馆现已接待民间古籍鉴定百余
人次，登记并鉴定民间古籍几百种；建立龙江书院，为
国学、国艺、国服、龙江历史、龙江技艺等开辟阵地宣
传，通过图书馆＋书院的模式，积极面向大众开展中
华传统经典传习和诵读活动，2019年黑龙江省图书馆
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授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
地”。

此外，利用古籍文创产品，让古代典籍进入民众
生活。如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开发了《龙沙剑传奇》复
制本，黑龙江省图书馆开发了以《石竹斋画谱》中的兰
谱为底本的手提袋、丝巾，以钤印本为底本的线装笔
记本等。

看龙江古籍看龙江古籍
如何如何““活活””起来起来

““火火””起来起来
□□文文//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云平董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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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火”起来
龙江古籍大有可为

“黑龙江现存的历代纸本文献、碑刻文献、金文文
献等，类型多样，数量丰富”。谈起龙江古籍，殷峰很
是自豪。

他说，我们拥有一批独具地域特色的古籍，如宋
元佳堑；齐齐哈尔市图书馆所藏的流人乡贤文献也是
奇葩独树。珍贵典籍中版本较精，除唐、宋、元本外，
还包括明代内府刻本与藩府刻本，明私刻自刻本，套
印本、活字本、稿抄本、钤印本等，以及对文化传承有
重要意义的手稿等。黑龙江省图书馆藏唐写本《大般
若波罗蜜多经》，哈尔滨市图书馆藏宋刻本《资治通鉴
纲目》，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独具特色的清顺治满汉
合璧刻本《新刻滿漢字詩經》，哈尔滨师范大学藏明万
历四十八年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楚辞》，黑龙江大学
图书馆藏莫绳孙抄并批校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
珍贵善本。此外，还有个人收藏的蒙古文古籍《譬喻
之海》。

让龙江古籍“活”起来，“火”起来。据悉，2023年，
省古籍保护中心将继续深入挖掘古籍文化内涵，指导
省内各级公共图书馆举办古籍专题展览、古籍知识讲
座、经典诵读、互动体验等活动；组织省内古籍收藏单
位举办传统“晒书节”活动；结合全民阅读活动推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鼓励省内符合条件的
古籍存藏单位发挥古籍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发一批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类文化创意产品，使古籍
走入群众，融入生活。

“15 年来的古籍保护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黑龙江
省古籍普查、研究、修复、展览、数字化、出版等工作，
促进了各古籍收藏单位馆藏古籍的资源建设、服务与
宣传推广，造就了一批业务精、能吃苦的专业队伍。
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古籍保护领域深耕厚植，把凝结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典籍保护好、管理好、研究好、利
用好。”殷峰说。

如何充分挖掘和运用冬奥文化资源，以创新的文艺形
式写好“后冬奥”文章，用心、用情讲好冰雪故事？黑龙江
在全国展现了“龙江答案”。近日，在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指导下，由黑龙江省京剧院创排的“庆祝北京冬奥会成
功举办一周年——新编现代京剧《冰道》展演”在国家大剧
院成功举行，该剧以“国粹”艺术聚焦冬奥题材，代表龙江
这片黑土地再一次发出“一起向未来”的呼声。

首部冬奥题材现代京剧《冰道》晋京展演——

创新文艺形式 讲好
□本报记者 李淅

冰雪故事冰雪故事
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

我国冰雪热潮不断升温，实现了冰雪竞技和群众冰雪
运动跨越式发展。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七台河市更
是双双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杯。
在双“奥运冠军之城”所凝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激励
下，龙江人民不断开创冰雪体育、冰雪装备、冰雪文化、
冰雪旅游的新局面，推动“冷资源”变为“热经济”。

作为中国冰上运动的发源地，近年来，黑龙江更是
涌现出一大批冬奥冠军，拥有许多真实、感人的故事。
为把冬奥精神弘扬好，把体育健儿拼搏风采演绎好，在
黑龙江省文旅厅的支持下，作为国家十大京剧院之一
的黑龙江省京剧院主动作为，于2022年初着手编创国
内首部以戏剧形式演绎冬奥故事的现代京剧《冰道》。

据介绍，《冰道》主要讲述年轻短道速滑人拼搏奋
进、报效祖国、实现冬奥金牌梦想的故事。剧中，世界
冠军白雪因伤病从国家队退役，应启蒙教练江国华之
邀回到家乡的业余体校任教。她瞒着病情、忍着失去
恩师的伤痛，在助教秦爽、师母沈静及社会志愿者的
支持下，在启蒙教练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带领以谷腊月
为首的体校短道速滑队重点班的队员们走出悲伤与徘
徊，最后以“奔向大海，我是一条女儿河，在世界赛场
上，我就是中国”的胸怀和气魄获得冬奥冠军的故事。

黑龙江省京剧院党委书记李跃鹏告诉记者：“我
们深挖龙江冰雪资源‘富矿’，在国内首开先河，用戏
曲形式呈现冬奥题材，旨在通过文艺形式传播无私奉
献、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激励广大干部
群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牢记初心、务实奋
进、团结向上，奏响民族兴盛之强音。现代京剧《冰道》
题材新颖且具有国际性，是黑龙江开拓京剧现代戏题
材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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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在创排前期，黑龙江省京剧院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多次组织主创人员赴哈尔
滨、七台河调研采风，充分掌握一手创作、表演素
材；组织团队反复观看《我心飞扬》《超越》《冰雪
之名》等冬奥题材影视剧，充分感悟奥运精神；组
织演员在省冰上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体
验生活，适应运动体裁的表演体能和柔韧性需求，
更亲身感受了运动员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艰辛和
顽强拼搏精神……剧本前后历经十余次调整，只
为把最真实、最感人的冬奥故事展现给观众。

在剧目创排过程中，省京剧院把“胸怀大局、
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
京冬奥精神融入到剧目排演的各个环节，演职人
员铆足干劲儿，发扬京剧“一棵菜”精神，抓紧一
切时间抠细节、对台词、练动作，为了呈现最好的
舞台效果全力以赴。在兔年春节期间，全体演职
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加班加点排戏，全
力以赴呈现最好的舞台效果。

为了更好地用京剧艺术演绎冬奥题材作品，
省京剧院聘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国
家一级编剧费守疆执笔，省艺术研究院优秀青年
导演费冽参与编剧，“文华大奖”获得者、国家级
导演陈健骊执导，著名京剧武生名家、导演张四
全任艺术顾问，“文华作曲奖”获得者、中国戏曲
学院著名作曲家谢振强作曲，著名舞美设计师王
瑞宝负责舞美设计，并由剧院“梅花奖”得主马佳
和优秀演员蒋兰兰、黄丽珠、赵小兵、杨洋、高镇
海、李慧、金娜、姚蕾、薛嘉诚、梁丹等担纲主演。
本剧演员平均年龄 32 岁，演职人员平均年龄 40
岁，全体演职人员共1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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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短道速滑作为竞速体育项目，在舞
台上表现难度很大。京剧《冰道》的舞台表现，在复原
场景的同时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将体育艺术化与国粹
艺术融合升华。京剧《冰道》不仅题材新颖、故事感
人、阵容强大，在舞台打造方面更是不断突破创新，亮
点迭出——

在剧目风格上，以红、白为主色调，通过“冰雪里
飘着五星红旗的那一抹红”，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
义相融合、时尚元素与京剧传统表现相结合的手法，
充分体现出刀刃与冰雪碰撞摩擦产生的速度与激情、
奋斗与坚持、理想与信念。

在舞台技术上，创新融入数字技术，运用超大弧
形投影幕布，将背景视频通过投影融合技术呈现出无
缝拼接的效果，展现出转瞬即逝的光影、幻影、速影，
还原出速滑运动员的速度与力量，带来震撼的视觉冲
击力的同时，也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氛围体验。

在舞美方面，不仅融入了象征奥运精神与龙江冰
雪特色的冰柱，还融入了寓意为奥运五环的巨型升降
圆环。投影幕布上的背景也不断变换：时而是冰雪妆
扮的冬日街头，时而是夕阳残照芦花和白桦树染红的
岸边，时而又是队员们滑出优美弧线的运动场，让观
众深感震撼。

在音乐方面，本剧也作了新尝试，在特有的曲牌
遵守中，创作了全剧的主旋律，并完全贴合全剧的
风格，让观剧者有亲切感。还专门邀请黑龙江省歌
舞剧院交响乐团参与伴奏，用交响乐来丰富京剧的
音乐形式，让整部剧更加丰满充实。

在服装上，本剧一改往日缤纷的戏服，根据
剧情需要以运动服为基础，加以微装饰元素点

缀，巧妙地使舞台色彩锦上添花……
众多资深艺术家观摩了《冰道》后，给

予了高度评价——
国家一级编剧、原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高长

顺：“剧中人物非常饱满，立得住。人物和故事非常真
实，也非常打动人心。”

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党委书记曲杰：“用传统京剧
演绎现代冰雪体育题材，难度很大，因为传统京剧有
着固定的模式和表演形式。《冰道》让人耳目一新，省
京剧院做了件极富挑战的事。”

著名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舞台上，年轻演员
满台生花，唱念做打表现得淋漓尽致。相信《冰道》一定
能像奥林匹克格言那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走向全
国。我也特别希望我省各院团都能拿出精品力作，为自
己院团剧种发展、人才培养等趟出一条新路子。”

经过历时一年的精心打磨，《冰道》可谓处处匠
心，体现了全体主创人员、演职人员的精益求精。正
如主演马佳所说：“希望我们奉献的这出新戏，能以新
颖的题材、现代化舞台表现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京
剧。希望黑龙江京剧艺术与冬奥精神的这一次牵手，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本文图片由黑龙江省京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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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影印出版
让古籍“触手可得”

走进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工作人
员杨帆正在对清康熙刻后印本《佩文韵
府》进行数字化扫描。

“这部扫描仪扫过的古籍不计其
数”，古籍特藏部主任袁澍宇说，古籍修
复是一种原生性的古籍保护措施，而古
籍数字化和影印出版则是古籍再生性
保护的两种重要手段，代表着古籍整理
未来的方向。

袁澍宇发给记者一个网址链接，打
开后，黑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建立的黑
龙江省古籍数据库立刻呈现在眼前。
“将馆藏古籍制成书目数据和全文数
据，通过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就是
为了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和有效利用
的目的。”袁澍宇说。

据了解，挂牌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的
黑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曾在2018年、
2019年连续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
办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在线发布活
动。在国家的统筹下，和全国许多省、
市各级公共图书馆共同实现了古籍数
字资源的网络共享和无障碍服务。

目前，黑龙江省图书馆已完成了百
余部三万余拍黑龙江省古籍方志数字
化；自2019年开始，黑龙江省图书馆不
断挖掘馆藏珍贵资源，服务大众，陆续
影印仿制《瑷珲县志》《黑龙江外记》《政
和五礼新仪》等馆藏珍本，高仿复制了
唐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古籍，在
有效保护原件的同时，使得馆藏善本珍
贵文献得以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京剧京剧《《冰道冰道》》剧照剧照。。

京剧京剧《《冰道冰道》》演出现场演出现场观众热情高涨观众热情高涨。。

胡光耀在细心胡光耀在细心““溜边口溜边口”。”。

京剧京剧《《冰道冰道》》剧照剧照。。

古籍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
展示活动现场展示活动现场。。

庆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