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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紫禁城建成600年纪
念券”18日在故宫博物院发行。该纪念券以紫禁城
和故宫相关元素为创作素材，利用独特工艺和技术，
展现出故宫文化的深厚底蕴。纪念券有单张、二连
体、四连体、二十连体共四款规格。

纪念券正面以太和殿为主景，背景辅以紫禁城鸟
瞰图。背面选用九龙壁上的第一条龙为主景图案。
纪念券设计精巧，细节丰富，故宫经典元素分布在纪
念券的不同位置。

据介绍，该纪念券采用了手工雕刻凹印、多种荧
光套印、丝网光变等多种设计和印制技术。尤其是双
色凹印荧光油墨印刷，是该工艺在纪念券里的第一次
应用。纪念券上的江崖海水纹采用胶印专色印刷，四
种颜色线条水纹在日光下精准套印，在荧光灯下呈现
四色炫彩效果。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从敦煌
到故宫是奇妙的人生经历，能够为两处
伟大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服务，我非
常幸运。”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理事王旭东说。

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未来讲堂”活
动邀请，王旭东日前在故宫作《从敦煌到
故宫——传统的未来》讲座。

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前，王旭东
坚守戈壁大漠28年，见证了莫高窟从抢
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数字敦煌飞入
寻常百姓家，也助力敦煌文化更好地走
向国际。

王旭东表示，敦煌文化是在贸易交
流通道上形成的，而故宫则作为皇家宫
殿，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成果，二者的内
涵、特质和禀赋不同。“但在不一样中间
我们又会看到很多相同点。这就是文化
的魅力和文化的力量。”

“文化发展离不开交融与互鉴”

“在这样一个戈壁沙漠包围的一点
点绿洲里面，保存有735个洞窟，从公元
4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14世纪。其中

492个洞窟里面有壁画彩塑。”谈起敦煌
莫高窟，王旭东饱含深情，“它是佛教艺
术的宝库，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
见证了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王旭东指出，莫高窟的诞生离不开
丝绸之路，正是通过这条贸易之路，产生
于印度的佛教到达中国。“茫茫沙漠，所
有东来西往的人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歇脚，补给他们的生活所需。所以文化
也会在这样一个有人能待的地方生根发
芽。”

王旭东认为，莫高窟的诞生同样离
不开中原文化的积淀。“敦煌郡建立后，
大量中原移民带来儒家文化，在这里沉
积了400多年。文化的发展需要不同文
化的交融与互鉴。”

“敦煌跟故宫有何异同？”

在王旭东看来，敦煌是一个佛教艺
术的世界，而故宫则是中华文化的汇聚
地。“敦煌跟故宫有何异同？我从敦煌出
来，我的视角可能有些独特。”

王旭东认为，敦煌的产生更多体现
民间力量的推动，离不开佛教这样一个宗

教信仰。而在故宫，是国家意志的力量造
就了这个伟大的建筑群，造就了一种民族
文化的汇聚。“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我们
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
成》靠民间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同时，王旭东指出，敦煌文化兴起
背后要有国家的相对稳定、繁荣来支撑，而
没有民间力量，故宫的宫殿也无法建造。

“所以民间背后有国家，国家背后有民间。”
“敦煌文化无疑是多元文化的结晶，

其实全面地看，故宫也同样是多元文化
的结晶。”王旭东表示，在故宫可以看到
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文化在建筑、绘
画、器具等各种文物中融合、展现，这也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文化传承要从孩子抓起”

王旭东表示，故宫目前有很多针对
青少年儿童的活动和线上课程，未来也
会不断推出新的内容，希望公众能够及
时关注故宫网站的更新。

“文化的传承，还是要从孩子们抓
起。”王旭东表示，孩子会反过来影响大
人。“你让一个孩子深入到文化遗产地，

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全家人都会关
注。所以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孩子身上，
大人跟着一起来感悟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要通过这些文物看到中华文化
的生命力，那种开放包容、对不同文化的尊
重，这样的种子要种到我们孩子们的心中
去。一定要尊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你才能获得新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力量
是无穷的。”王旭东说。

本次“未来讲堂”活动正值“中国医师
节”到来之际，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邀请了部
分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护工作者，
携子女一同来故宫聆听讲座并参观游览，
以此向他们表达敬意与感谢。

“今天我和孩子都有很大收获。”中日
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黄絮告诉记者，“女儿今年12岁了，却是第
一次来到故宫，由于平时工作繁忙，能有这
样陪孩子一同参观学习的机会很难得。”

据介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未来讲
堂”系列活动，将邀请教育、健康、文化等领
域的基金会理事、专家及社会知名人士进
行互动交流，引领青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
全方位健康成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文化发展离不开交融与互鉴

新华社天津8月18日电 天津的城市文化地
标——文化中心天津大剧院17日对外正式宣布

“回归”，并于当晚在户外剧场推出了首场演出《同
心·绽放——京津冀交响乐艺术发展联盟大型交
响音乐会》。

这场交响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
团和河北交响乐团携手举办，演奏的曲目是小提琴
协奏曲《梁祝》和贝多芬A大调第七号交响曲。

据了解，按下“重启键”的天津大剧院将推出
“重启音乐季”“中国优秀戏剧舞蹈演出季”和“优
秀戏曲剧目展演季”。

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首席常任指挥李飚介
绍说，“重启音乐季”中，中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
院、中国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国歌剧
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国内一
流乐团，指挥家余隆，歌唱家幺红、张立萍、莫华伦、
魏松、戴玉强、沈洋、王传越等将逐一登台。所有演
出均在天津大剧院的户外剧场——平台剧场上演。

保利剧院公司京津冀事业部总经理徐坚介绍
说，“中国优秀戏剧舞蹈演出季”集结了中国多部
优秀戏剧舞蹈剧目。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阿加
莎·克里斯蒂经典悬疑话剧《无人生还》，上海歌舞
团的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陈佩斯戏剧展
演话剧《戏台》《托儿》，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
剧《雷雨》将一一登台。“优秀戏曲剧目展演季”也
汇聚了京津冀优秀院团和多位艺术表演名家。

天津大剧院按下“重启键”
推出三大“演出季”

近日，悬疑剧《非常目击》（原名：《夜雨雾》）曝光
定档预告及逆流版海报，宣布于8月18日登录爱奇
艺“迷雾剧场”正式开播。故事主要讲述一桩跨越20
年未破的少女谋杀案，警察步步追凶，所有牵涉其中
的人都背负沉重的枷锁，雾气弥漫的追凶路上，充满
想象不到的危机与答案。

《非常目击》由杨苗执导，宋洋、袁文康、尤靖茹、
焦刚领衔主演，王泷正、杜志国特别主演。在悬疑作
品翻拍的热潮中，导演杨苗选了一条原创道路。《非常
目击》专注于社会派推理，聚焦现实，拷问人性。同
时，导演融入独特作者风格，逻辑是理性的，人物和情
感却是感性的，江边雾隐，诗意丛生。每个人都面临
着一个抉择：是沿江而亡，还是逆流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男主角宋洋和袁文康此前曾
搭档口碑佳作《暴裂无声》，豆瓣评分高达8.3分。不
少观众表示，“这两个人一出现，质感就出来了”。此
次“暴裂”组合再度合作，默契的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令人十分好奇。

不仅如此，角色阵容中还有曾出演过《绅探》的演
员尤靖茹，《记忆大师》中的焦刚，《送我上青云》的李
九霄，亦有宋宁峰、秦语、贺鹏主演，老戏骨王泷正、杜
志国特别出演。集结了新生代以及实力派的优秀演
员，更给剧集增添了一份品质的保障。

据悉，爱奇艺“迷雾剧场”开播以来，接连推出了
《十日游戏》《隐秘的角落》两部口碑优异、各具风格的
悬疑剧集。《非常目击》是弧光联盟的第7部作品，作
为“迷雾剧场”第三部作品，也是第一部原创剧集，让
人充满期待。 （新华网）

《非常目击》开播

宋洋袁文康揭开20年悬案

《非常目击》海报

“我的青春回来了！”
8月14日，十九年前的电影《哈

利·波特与魔法石》经修复后登陆国内
院线，众多网友发出了如此感叹。据
悉，该片复映首日票房破3200万元，
创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房最高纪录。

如果要选出今夏最火的网络流行
语，“我的青春回来了”这句话估计榜
上有名。其实，不仅在今夏，过去几年
间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经典影视
作品不在少数，而且尤为受到年轻人
的追捧，曾经的流行化身为今日的流
行，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

修复之后，青春有了“超清版”

影视作品修复已不是新鲜事物，
2009年，导演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在
内地重映取得了近4000万元的票房，

“老片修复”走进大众视野。2012年，
经过修复及3D转制的《泰坦尼克号》
在内地上映后的票房更是突破10亿
元；小荧幕方面，当年万人空巷的《渴
望》《亮剑》等电视剧经过修复后上线
视频平台，摘掉了“时代滤镜”的它们，
不再是“行走的马赛克”。

一部老电影的修复，主要包括物
理清洗、“胶转数”采集、数字修复等环
节，工艺繁杂琐碎；电视剧的修复则更
加复杂，老电视剧原始画质普遍较差，
以及不同程度的噪声等问题。起初，
修复工作完全由手动完成，成本颇
高。幸运的是，近年来的AI修复技术
逐渐成熟，去噪、去模糊、去划痕等一
系列修复成本降低。

此外，由于过去的拍摄条件有限
所造成的一些遗憾也能通过修复得到
一定程度的弥补，进而提升、完善电影

的艺术品质。在修复版电影《盗马贼》
中，修复团队采用了4K、48帧的高帧
率技术使画面更加流畅，该片导演田
壮壮就曾表示“画面修复得太惊艳了”。

值得一提的是，修复工作除了考
验技术能力之外，更考验审美能力。
一味地赋予老电影、老电视剧现代质
感，反而会失去原汁原味，观众也未必
买账。因此，如何在提高画质的基础
上保留住它们本身的味道、做到“修旧
如旧”是未来修复工作尤其是AI修复
的主要发力方向。

弹幕“护体”，让青春更加“热闹”

线下有“超清”的青春，线上则有
“热闹”的青春。6月，B站上架了央视
版四大古典名著电视剧——98版《水

浒传》、94版《三国演义》、87版《红楼梦》
和86版《西游记》，网友的童年记忆、青
春记忆被瞬间“激活”，每集弹幕量少则
六千、多则上万。像《三国演义》中的“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红楼
梦》中的“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等“名场
面”，更是吸引网友纷纷“打卡”。

网络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B站关
掉弹幕看影视作品的话会失去一半乐
趣”——此话不假。弹幕最大的特点之
一便是打破时空限制的“共时性”，为网
友营造出“实时互动”氛围。

或剧透或吐槽或聊天的弹幕，丰富
了影视作品本身所传达的信息，打破了
想象空间的边界。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语
言解读，让经典影视作品服务于自己的
娱乐生活。他们观看的已不只是经典本
身，这些有趣的弹幕其实已成为网络时
代经典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有人认为“弹幕”狂欢是对经
典的不尊重。但年轻人用自己的语言解
读经典、用自己的渠道传播经典，形成了
属于他们的声音与审美。在不同年龄、
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样阐释之
下，经典影视作品便具有了跨越时代的
生命力。

让下一代人也能感叹“我的青
春回来了”

无论是影院里一票难求的经典重

映、还是播放器里越来越多的弹幕数量，
都表达出当代年轻观众对经典影视作品
的认可与致敬。这些经典影视作品，在
互联网时代依然能够成为年轻人的精神
食粮。

我们不禁想问：为何上映的电影多
了、播出的电视剧多了、视频网站也多
了，而这些已经播出多次的影视作品却
还能走红？

价值高度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文化
高度，故事的精彩程度决定价值的传
播力、感染力和作品的艺术魅力。经
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这
些作品往往都具备严谨的创作理念、
有着认真的制作团队，更因为其在娱
乐大众之外，还蕴藏着深厚醇正的人
文精神。这些影视作品里的人物和故
事，任凭岁月变迁也依旧有其现实意
义，正因如此，观众才能不断从这些经
典作品中发现新亮点，从而引发新的
观影、看剧热潮。

人类创造永无止境，时代脚步永不
停歇，今天的一切都将凝结为明天的历
史。希望当今的影视工作者静下心来
精益求精搞创作，打造出属于新时代的
传世经典——希望下一代人在十年甚
至二十年后回望如今的作品时，也能由
衷发出“我的青春回来了”这一欣喜的
感叹。

（人民网）

老片修复 弹幕加持

经典影视作品唤醒青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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