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以“艺术尊严” 为主题的赵

以雄、耿玉琨回顾展在北京通州宋庄当代

艺术文献馆开幕。 这个展览不用预约，更

不卖票，却吸引了数万人次参观。

赵以雄、耿玉琨是谁？为什么这么受

欢迎？ 通过社交网站流传出这样一段视

频：身后是数不清的画框，画家耿玉琨

留着一头银白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素净

棉布褂，系一条红色小丝巾点缀，坐在

镜头前说：“90 岁的我无儿无女， 好友

都建议我把画卖了，找个好养老院去养

老，他们不懂我呀！ 我们在丝绸之路上

考察、写生了一辈子，难道只是为了晚

年过更好的生活吗？ 我 90 了，才刚刚找

到了创业的门路， 我怎么舍得把这些

‘孩子’ 们都卖了，让它们分散呢？ ” 她

说，“我和老伴赵以雄最大的心愿就是

把这近万幅的作品展现给大家，传承丝

绸之路的精神！ ”

自 1975 年始，耿玉琨和赵以雄夫妇

先后 30 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他们

徒步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他们走过

8 个国家、238 个城市， 行程 80 多万公

里，创作近万幅作品，留下 800 多万字考

察日记。

在晨曦微明、在黄昏落日，随时拉开

画布，不顾沙漠的暴晒、戈壁之寒冷……

他们是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

生的画家。 一辈子无儿无女，赵以雄、耿

玉琨将出生入死、从时间手里“抢” 来的

画作视为自己的“孩子” 。 而今，赵以雄

已经去世，虚岁已经 90 的耿玉琨通过新

媒体平台， 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和丝路

的故事。

作为艺术领域的晚辈，杨树峰敬仰

耿玉琨夫妇的事迹和作品， 与他们交

情颇深。 一年多前，他把独自生活不便

的老人从门头沟接来生活， 一起运营

新媒体账号 ， 现在全网粉丝已经超过

100 万人。

杨树峰也是画家，他理解耿玉琨把

自己作品当成“孩子” 的心，“我们现

在展厅里、网上售卖的画作，都是赵老

师、耿老师原作的复制品。 有的粉丝买

了几十幅，把自己家装扮成了丝路艺术

馆。 ”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丝绸之

路艺术馆， 把这些 ‘孩子’ 免费给大家

看。 ” 耿玉琨说。

陈强 / 文 白继开 / 图

走进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区，

经过一排排书架， 仿佛与浩瀚历史擦肩

而过。

古籍修复室里， 古籍修复师翁妍钰

正将一沓泛黄的书页小心翼翼地铺展在

工作台面上。 “这是我最近在修复的清

刻本《道德经》，残损不算严重，只是有

些地方被虫蛀了。 ” 翁妍钰拿起毛笔，蘸

上糨糊，将补纸粘贴到缺损处，再用镊子

把多余的补纸轻轻夹掉……一旁的压书

板下，已经修复好的书页平整舒展，古籍

悄然“新生” 。

19 95年出生的翁妍钰，因为热爱古典

文化，考研时选择了复旦大学古籍保护

与修复方向。 硕士毕业后，翁妍钰进入

江西省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修复。

科班出身的翁妍钰，有着扎实的理论

基础，“古籍修复理论丰富，在不同地域形

成了不同流派，技术上也存在差异。 ”

走上工作岗位后，她逐渐认识到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指尖功夫的不易。 古籍修复

十分复杂，“一册残损的古籍从开始修复

到完成入库，要经过准备、修整、复原 3 个

阶段 20 多道工序。 ” 翁妍钰说。

“不同的古籍保存情况不同，修复方

案也不一样，需要思考并综合运用各种知

识和技术。 比如，为古籍选配合适的修复

用纸涉及材料学，为古籍除霉除虫涉及生

物化学，为古籍装帧又涉及文献学。” 翁妍

钰说，“不同残损程度的古籍，修复所耗的

时间、精力也不一样，轻微破损的，一天可

以修复十几页，破损严重的，一天只能修

一两页。 ”

工作两年来， 凭借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技术训练 ，翁妍钰已经独

立完成了《史略》《三流道里表》等古

籍的修复工作。

修复古籍的过程，也是与历史对话的

过程。 “我时常边修复边研读古籍上的内

容，看着那些历经岁月磨洗的文字，是一

种很奇妙的体验。 ” 翁妍钰说。

前不久，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 心 江 西 传 习 所 在 江 西 省 图 书 馆 揭

牌 。 包括翁妍钰在内的 7 名省图书馆

古籍修复人员 ， 与上海图书馆的修复

专家结成“师徒” 。 接下来 ，他们将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

复部进修。 “一名古籍修复师想要‘出

师’ ，须掌握古籍修复 、装帧 、传拓

等 9 门技术。没想到工作后还有继续学

习的机会 ，希望能够尽快精进技艺。 ”

翁妍钰说。

“古籍修复不仅能保护古籍实体，也

有助于典籍文化传承发展，对赓续中华

文明意义重大。 ” 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

献部负责人王昭勇介绍，江西古籍藏量

达 10 万余部 78 万余册 ，其中江西省图

书馆藏古籍有 4.9 万部 38 万余册。 近

年来，江西省图书馆通过建立古籍总台

账 、打造标准化古籍书库 、培养年轻古

籍修复师等方式，不断提升古籍修复水

平， 目前馆内 7 名古籍修复师中， 有 4

名都是 90 后。

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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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师翁妍钰———

修复古籍也是与历史对话

今夏上映的纪录片《布达拉宫》，在许多观

众心中“种草” 了西藏绚烂多彩的非遗技艺，也

让更多人认识了豁达开朗的藏族唐卡 （昌都嘎

玛嘎赤画派）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嘎玛德勒。 在他

对生命有限与艺术不朽的思考背后，是唐卡画派

的传承与创新。

在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 今年 92 岁的

嘎玛德勒坐在家中的暖阁里作画，外孙丁增平措

从旁协助。

嘎玛德勒是第十代传人，丁增平措是第十一

代传人，中间错过了一位女性———丁增平措的母

亲。

“过去唐卡传男不传女， 所以妈妈没有学

到；但现在，我和外公的观念都更现代：传承唐

卡，男女都一样。 ”“85 后” 丁增平措说，“我和

妻子有 2 个女儿、2 个儿子， 希望他们都能成为

画派的传承人。 ”

嘎玛德勒出身嘎玛嘎赤画派技艺最主要

的传承家族，与嘎玛寺相伴而生。 长期以来 ，

老人不分亲疏远近， 免费对所有上门学生倾

囊相授。

如今，嘎玛乡的唐卡画师几乎都是嘎玛德勒

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他的 500 多名徒弟，更遍布

西藏和四川、云南等省份，传承和发扬画派。

受嘎玛德勒影响， 丁增平措 2015 年成立嘎

玛嘎赤唐卡画院，为农牧民学生提供免费教学和

吃住，现已培养上百名学生。 “我和外祖父都希

望能把画派传承下去， 也让更多人有一技之

长。 ” 丁增平措说。

如今，嘎玛德勒每天作画几个小时，每周还

到外孙的画院授课一次，学生们兴奋不已。

1999 年出生的仁青郎加是嘎玛德勒亲戚中

的曾孙辈，7 岁起学习唐卡。

“我的第一幅唐卡漆画作品 《指小路尊

者》，给我指了一条大路。” 在福建援藏工作队支

持下，仁青郎加 2018 年在厦门接触了漆画，精美

作品让他眼前一亮，“这是内地传承千年的成熟

技术，不怕潮湿，用布一擦就可清洁。 我想，这是

发展唐卡的新方向。 ”

借鉴宋代以来青绿山水的用色与晕染技巧，

嘎玛嘎赤画派唐卡迎光看时，熠熠生辉；偏移角

度，光泽变幻。 用黄金、玛瑙、蓝铜矿石、孔雀石、

白垩等矿物研磨而成的唐卡颜料， 避免了虫害，

延长了寿命。

唐卡漆画不用矿物原料，改用植物大漆和蛋

壳镶嵌，创新力度空前。 仁青郎加把作品拿给嘎

玛德勒看时，老人摩挲了一阵，说：“特别好！ 你

坚持做下去。 ”

目前，昌都市已有 200 多位唐卡漆画画师，4

个区县设有工作室， 去年交易金额超 160 万元。

他们今年计划成立艺术协会， 未来联合巡展、寻

找藏家。

“目前我在调研东南亚市场， 我们的唐卡漆

画在当地很受欢迎。 ” 多次参加上海进博会等国

际性展会后，仁青郎加越发认识到，唐卡与漆画

的结合是市场的选择、时代的必然。

大到卷轴、小到牌饰，几经创新，唐卡作品已

在西藏各地的文创商店随处可见。

“树有千条枝，树根才是本。 ” 嘎玛德勒教导

学生时说，不论大小，画师绘制唐卡时要净手，保

持内心的宁静与虔诚。

嘎玛嘎赤画派有自己的作画规范，倾注了嘎

玛德勒毕生心血。 它系统总结了画派的技术细

节，人物形体、动作造型都颇具特色。老人每年都

到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采风，观察壁画和唐

卡，一呆就是一个星期。 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工

作人员，也给老人以礼遇。

今年 16 岁的才仁桑珠是仁青郎加的师弟，

凭着一腔热爱，初中毕业后进入嘎玛德勒弟子曲

英江村开办的玛吉阿妈唐卡画院。“我们也会用

唐卡漆画复刻老唐卡的图案， 收藏者更便于保

存。 ” 他说。

“唐卡是一种绘画艺术形式。 嘎玛嘎赤画派

可以画山水、画动物，画家乡风景和风土人情。 ”

丁增平措设想，或许有一天，唐卡嘎玛嘎赤画派

眼中更加辽阔的大千世界也能被系统总结。

魏冠宇 沈晓朦 侯韶婧

非遗传承人嘎玛嘎赤———

传承创新唐卡画派

大卫·阿甫夏洛穆夫登上百代小楼重温往

事，这里是国歌灌录地，也是他的祖父阿隆·阿甫

夏洛穆夫曾经工作的地方。阿隆曾担任百代公司

的乐队指挥， 还是首位为我国国歌配器的作曲

家。衡山路 811 号，同一个位置，见证祖孙几代对

中国音乐的爱与传承。

今年是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诞辰 130 周

年， 为纪念这位在中西音乐交融中影响深远的

“中国通” 作曲家，上海交响乐团特别策划，其孙

大卫·阿甫夏洛穆夫近日执棒演绎祖父的《北平

胡同》《小提琴协奏曲》《e 小调第二交响曲》三

部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和祖父“老阿甫”

登上百代小楼的阶梯， 大卫·阿甫夏洛穆夫

看到《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灌制以及被广泛传

唱的历史进程。 他想起曾为它配器的祖父，一句

俏皮的中文 “老阿甫” 脱口而出。 中国国歌与

“老阿甫” 的故事，大卫再熟悉不过，听到细处还

不忘同导览员探讨一二。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的小城，

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中，他自幼爱听京剧，后辈

也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阿隆在中国度

过了约三十年时光，案头摆着笙箫鼓笛 ，常穿

长袍布鞋。 1932 年起，他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

乐队指挥，青年作曲家聂耳当时正任公司音乐

部副主任。 1935 年，聂耳为田汉创作的《风云

儿女》电影剧本作曲 ，定稿后，贺绿汀邀请阿

隆为《义勇军进行曲》管弦乐配器。 而后，第一

版 “国歌” ， 就在一张编号为 A2395 的百代母

版唱片中唱响。

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卫总是轻轻晃动

身体以呼应旋律。 大卫上次来中国是 1982 年，

那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祖父乐曲中的土地。 在北

京，他与乐团演奏了自己配器的《义勇军进行

曲》。 而后在西安的一家饭店里， 他又心血来

潮， 手持筷子 “指挥” 了一场别样的 “音乐

会” 。 与祖父的版本不同，大卫使用圆号、小号

同弦乐配合，时而弦乐独领风骚 ，时而整个乐

队一起合奏。

多年之后大卫也有了自己的孙子，当三岁的

孙子拿起筷子学祖辈的模样“指挥” ，大卫觉得

好像在音乐中完成了“五代同堂” 。 在百代小楼

二层的房间里， 大卫坐在窗边静静回想：“我过

去在中国遇到认识我祖父的人，他们都说他慷慨

善良，会卖掉自己的手表，只为给朋友送上一份

结婚礼物。看到祖父的音乐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

关注， 我能够感受他彼时的创作心境与环境，真

的很开心。 ”

代际续写对中国音乐的深沉爱意

说起中国音乐，大卫突然哼起交响曲《阳关

三叠》，他深爱其中古琴的前奏，他说诗中离别

故人的悲伤萦绕曲间。大卫在陕西观看过传统地

方戏曲，“人的眼睛要吊起来， 锣鼓撞击出的节

奏也是铿锵的， 浓重烟雾下某个人物会消失” 。

曲中生命力强劲，这让他想起，自己的祖父是在

中国文化中长大的。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曾为中西音乐融合付出

无尽的探索。 音乐会上将演奏他的三支曲目，各

有其中国风味。交响素描《北平胡同》为音乐会开

篇，这是一首行走于老北京城的音诗，京剧和街头

叫卖声呼应着中国风的旋律。 1932 年首演时，由

梅百器执棒上海工部局乐队， 这是上海交响乐团

的前身。 2017 年，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带着这部

作品赴欧洲巡演。 时隔近一个世纪，其孙大卫·阿

甫夏洛穆夫又与百年前同一乐团再续前缘。

大卫最爱的《e 小调第二交响曲》虽创作与

首演于美国，却满是祖父“对中国热爱的心” ，也

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走向光明的见证。它不

但要求三管制的庞大乐队，还编入了钹、镲、锣、

鼓、响木等打击乐器，西方交响曲的恢弘结构中

蕴含中国民族调式。 第一次听到这支曲子，大卫

还在上大学，祖父将总谱放在他的腿上，为他播

放辛辛那提的交响乐团录音。 “我当时很感动，

乐章起始是日军侵略、 人们失去亲友的悲苦，随

着痛苦逐步强烈，人们反抗，最终章则是解放，是

不忘缅怀的欢庆。 这是一部极有力量的作品。 ”

78 年前，大卫·阿甫夏洛穆夫出生时，他的

祖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已在中国乐坛耕耘了三

十年。 当阿隆的乐曲再次于上海奏响，中西音乐

的对话正以新的形式继续。

孙彦扬

画家赵以雄、耿玉琨———

万幅作品传承丝路精神

1987 年 10 月，耿玉琨、赵以雄第二次去伊拉克两河流域的乌尔、巴比伦、亚述、巴

格达、卡尔巴拉考察丝路名城、史前古国和伊斯兰教圣城。

展厅里的老画箱、 日记本、 小人书，

将观众瞬间带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创 作 于

1978 年的《织

毯子的哈萨克

妇女》是耿玉

琨最喜爱的作

品之一。 画丝

绸之路并不只

是路， 更多的

是一路上的人

文风貌、 历史

变迁。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交响诗作品《北平胡同》。

纪念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诞辰 130周年———

国歌往事中，祖孙音乐家的“中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