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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至 22 日，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观象

敦煌》九卷本系列图书首次以大型主题

展览形式亮相，敦煌旧照图档以简洁形

式展陈，令人震撼。

本次展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中国办公室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央美术学院人文

学院院长黄小峰担任策展人。展览以

“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为题，首

次在国内展出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

艺术研究中心收藏近八十年的珍贵敦

煌旧照图档。

史上首次敦煌影像系统采集
敦煌莫高窟，这座镌刻千年文明的

艺术圣殿，自 20 世纪初便以磅礴的历史

与美学力量牵动着世界的目光。1943

年，中国早期摄影家、记者罗寄梅与夫

人刘先深入戈壁，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

守护之旅悄然开启——他们攀行于莫

高窟 492 个洞窟中的 340 处艺术精华，

记录了榆林窟 21 个洞窟的壁画神韵，以

3000 余帧照片定格了敦煌城内的人间

烟火、月牙泉畔的落日孤烟，以及敦煌

艺术研究所考察的珍贵瞬间。18 个月

过去，他们完成了摄影史上首次系统的

敦煌影像采集。

这些图像不仅因大画幅接片技术

和精妙的构图成为纪录摄影的典范，

更 是 研 究 敦 煌 艺 术 原 真 性 最 重 要 的

“视觉证据”之一。相关研究者介绍，

它们历经战火迁徙，于 1968 年由美术

史家方闻教授重新“发现”，而后收入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东 亚 艺 术 图 像 档 案 ”

中。此后，“罗氏档案”被公认为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为系统、全面和权威的

敦煌旧照影像资料，具有非凡的历史

和艺术价值。

采用“打开一本书”理念策展
在罗氏夫妇拍摄结束77年后，九卷

本《观象敦煌》终于问世，其中收录了摄影

家罗寄梅与刘先夫妇于20世纪40年代拍

摄的 3000 余张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照

片，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唐氏东亚艺

术研究中心打磨十余年、汇集海内外顶尖

敦煌学和艺术史研究者成果的重要丛

书。2023年，《观象敦煌》荣获美国亚洲协

会颁发的首届“北山堂中国艺术史图录

奖”，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

此次展览充满创意，采用“打开一

本书”的策展理念，分为两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图像何以观象：从敦煌摄影

到‘罗氏档案’”展现 20 世纪 40 年代罗

寄梅的敦煌石窟整体摄影，记录这一庞

大计划的来龙去脉，及“罗氏档案”的史

料价值和美学价值。

第二部分“图像如何成书：《观象敦

煌》背后的中外学术协作”展示这套丛书

的出版历程和跨国合作过程。观众可通

过策展团队精心挑选的 30 余幅“罗氏档

案”照片和90余张《观象敦煌》图录内页，

感受敦煌图像在近百年间的流转与再现。

历史影像让观众“观想敦煌”
策展人黄小峰表示，“罗氏档案”是

敦煌研究史上第一次利用新的视觉媒

介展开的完整的视觉复现。本次展览

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展示“罗氏档案”这

一批重要的历史影像，让人们更好地

“观象敦煌”“观想敦煌”。

黄小峰坦言，他至今没有去过敦

煌，对于敦煌只能通过想象，而“自从

2021 年《观象敦煌》出版以来才为人所

广泛知晓的罗寄梅的几千张敦煌摄影，

就是极好地供像我一样从未踏足过敦

煌莫高窟的人来进行想象的资源”。

黄小峰进一步谈到，在罗寄梅精心

摄制的影像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多种情

感的糅合——“我们能够从照片中感受

到宇宙观与视觉空间的恢弘。同时，这

套作品又可视为罗寄梅的个人创作，他

带着自己和他那个尚处于战争时代的

情感来观察洞窟内外的世界，呈现出独

特的动人之处”。他希望，本次展览作

为对“罗氏档案”和《观象敦煌》丛书的

一次视觉呈现，能让观众通过这些历史

影像更好地感知敦煌，同时也是对为敦

煌的研究和保护贡献青春的几代学人

的致敬。

《观象敦煌》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唐

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经崇仪

（Dora C. Y. Ching）期待，本次展览能

面向更广泛的观众，通过罗寄梅和刘先

的镜头，展现震撼人心的敦煌之美，并

激发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进一步研究。

路艳霞

当蜡染玩偶、苗绣纹样瓷器、时尚

手工银饰等贵州特色非遗文创产品走

进精美民宿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当

前，贵阳贵安大力实施“锦绣计划”，着

力打造“锦绣+民宿”文旅融合新场景，

将文化元素植入民宿，搭建一个对外展

示的美学空间，让更多人了解、喜欢贵

州多彩民族文化。

截至目前，贵阳贵安“锦绣计划”手

工企业有 162 家，总营业额 2.3 亿元，其

中九成以上手工企业为女性掌舵。这

些企业面向全市 490 余家登记备案民

宿开展“锦绣+民宿”跨界合作，共带动

20 余万人就业增收，为贵阳贵安文旅

发展注入新活力。

文化植入

打造民宿旅居新场景
近日，记者走进花溪区青岩镇龙井

村的循美里·青隐山居民宿，一股浓浓

的民族文化风扑面而来：大堂内摆放的

竹编花篮、茶桌上铺就的蜡染茶席、客

房床上的苗绣床席和抱枕等，一件件作

品展现了手工艺人精湛的指尖技艺。

“顾客非常喜欢店里的民族文化元

素，时常有客人向我们询问这些手工艺

品的购买渠道。”该民宿主理人李娜说，

通过“锦绣+民宿”跨界合作，不仅装点

了民宿，也为经营者拓展了发展思路。

位于花溪区青岩镇山王庙村的隐

山·沐水民宿店如其名——隐于自然、

心沐山水，深受旅客喜欢。该店主理人

周小草告诉记者：“我是一名手工爱好

者，民宿内灯具等用品和装饰品都是自

己亲手做的。目前民宿在升级改造中，

后续会考虑引入茶席、抱枕及香产品等

手工文创产品，并策划开展相关文化活

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

近年来，贵阳市妇联拓宽“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工作思路，创新支持女

性手工和民宿产业融合发展，并开展以

“锦绣她力量 民宿女主人”为主题的座

谈交流、行业观摩、展馆与协会合作、

联名开发产品等系列活动，为全市手工

业赋能、为民宿产业增值。

“依托‘锦绣计划’，搭建起贵州手

工业与民宿产业的合作桥梁，让民族

文 创 产 品 和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走 进 民 宿

美学空间，能促进更多游客深入了解

贵州多彩文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

旅生态。”贵州省旅游民宿协会副会

长彭雅说。

牵线搭台

助力贵州文化绽风彩
日前，一场由贵阳市妇联主办、贵

州省旅游民宿协会和贵阳锦绣产业巾

帼联盟协办的“锦绣好礼”选品会在花

溪区举行，汇聚了雀亦、太阳鼓、花田禾

美、黔尚品等 27 家锦绣手工企业带头

人，以及匠庐文旅集团、尧珈·瀑布村民

宿等贵州50 多家知名民宿主理人。

选品会上，两个行业的人员相互交

流，将“锦绣”与“民宿”两大 IP 巧妙结

合，探讨合作场景。贵州省传习沉香研

究院国际香道师文弦认为，香产品是双

方很好的一个合作选择，不仅能净化空

气，帮助客人减压、安神、助眠，还能打

造专属的香味 IP，为民宿增加记忆点。

由贵阳市妇联重点扶持的贵州锦

绣馆、黔尚品等平台企业，选取一批文

创产品在选品会上亮相，受到广泛关注

和点赞。

“今年‘锦绣好礼’选品会上，我们

选择苗绣图样设计的瓷器、抱枕等文创

产品进行展示，让很多民宿主理人产生

兴趣。经过双方深入探讨，我对接下来

的合作信心满满。”贵州锦绣馆主理人

曾维告诉记者，贵州锦绣馆是一家为锦

绣产业联盟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支持的平台，近年来在“锦绣计划”的扶

持下，生产力、研发力、创新力持续提

升，所开发的贵州非遗特色妇女手工艺

精品，就是针对民宿需求特别呈现的。

据悉，“锦绣好礼”是贵阳市妇联联

合贵州省旅游民宿协会聚焦全产业链

发展，带动贵阳锦绣产业巾帼联盟、贵

州锦绣馆（青岩寻坊店），聚集全市手工

产品销售场景，合力推出的特色品牌。

接下来，“锦绣好礼”将优先各民宿开展

产品采购，让更多民族特色手工产品通

过民宿渠道精准触达旅客，助力贵州民

族文化绽放多彩风情。

企业唱戏，政府搭台。为更好地推

动女性手工业和民宿产业融合发展，贵

阳 市 妇 联 通 过 锦 绣 计 划 培 训（提 升

班）、“锦绣地图”发布会等活动，为绣

娘工匠、手工企业、民宿企业提供了展

示、交流、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拓宽民

族文化产品的市场渠道。

其中，贵阳市五彩黔艺民族服饰博

物馆联合民宿打造的苗族文化体验空

间，通过精美的民族手工艺品和丰富文

化活动，推动民族文化与现代旅居融

合，是贵州“锦绣计划”与民宿合作的

一个范本。

跨界合作

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
民族手工艺产品进入民宿，既丰富

了民宿的文化内涵，又更好地宣传贵州

多彩民族文化，实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

双赢。

相关专家学者对“锦绣+民宿”这

种跨界合作方式予以肯定。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教研室主任刘彩清认为，对于手工企

业来说，可以拓展销售渠道、提高企业

品牌知名度，并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对

民宿主来说，可以增加收入来源，提高

民宿的口碑和游客的满意度；对游客来

说，可以增加全新的文化体验感，形成

独特的旅游记忆。

“这种结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贵阳

市的旅游产品供给，有助于形成具有地

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更好促进文旅

产业的融合发展，对贵阳文旅产业的整

体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贵阳市

妇联妇女发展部负责人刘梦佳说，未来

手工业（文创产业）和民宿的进一步融

合，仍需加强深度合作，通过增强品牌

意识，制定长期营销计划，满足不同消

费群体的需求。同时，还应根据不同类

型的特色手工艺和民族文化，以主题化

的形式，打造手工业与民宿产业融合发

展新模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 文/图

“指尖技艺”点亮旅居空间
——贵阳贵安着力打造“锦绣+民宿”文旅融合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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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陈彼得辞世，享年82岁。

短视频时代的年轻人，可能不少

是通过他与张双利合作演唱《一路生

花》而认识他的。这首由歌手温奕心

演唱的歌曲，通过陈彼得与张双利在

2023 年网络春晚翻唱后再度走红，两

位老人在舞台上既沧桑又纯真的形象

与演绎，给这首歌重新注入新的感悟

与内涵，也使陈彼得在晚年成为了一

名颇受综艺晚会与短视频平台欢迎的

“网红歌手”。

这位华语乐坛永恒的追梦人，曾

以《一条路》丈量人生，借《青玉案·元

夕》叩问岁月长河。这两首歌最能代

表陈彼得的音乐生涯。陈彼得是《一

条路》的词曲作者，原歌名为《走过我

自己》，首唱歌手为费玉清。后来，歌

手张行将歌名改为《一条路》进行翻

唱，让这首歌红极一时。《青玉案·元

夕》由陈彼得于《经典咏流传》节目中

演唱后走红，他将辛弃疾原作一字不

改地唱了出来，使中国古典诗词瞬间

被注入了摇滚与流行的现代魅力，令

人听后赞叹不已。

如果知道费玉清、刘文正、凤飞

飞、高胜美、高凌风等歌手，以及听过

《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无言的

结局》等歌曲，那么当将这些人名和歌

名与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陈彼得联

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华语乐

坛泰斗”之称名副其实。

陈彼得的登台与出镜频率并不

算 高 ，但 每 次 都 能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观众赞叹于如此高龄的歌手

在台上能有如此清新、隽永的台风，

感慨于他能够将个人气质与审美完

美 融 合 于 不 同 风 格 的 音 乐 作 品 里 。

他对于不同时代的流行音乐具有一

种 深 刻 的 洞 察 力 ，并 调 用 自 己 的 生

命 体 验 将 这 种 洞 察 用 歌 声 诉 说 出

来 。 所 以 ，在 观 众 被 陈 彼 得 的 演 唱

所 打 动 的 同 时 ，也 被 他 身 上 所 具 有

的年代气息与情感意味所吸引。可

以说，陈彼得的演唱，在综艺舞台与

当 代 流 行 音 乐 传 播 平 台 上 ，都 体 现

出了一种珍贵的稀缺性。

还会有人像陈彼得那样，安静地

站在舞台上唱歌，却使人看到过往、星

空与未来吗？一定是有的。这样的歌

手，是延续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一

路走过来的，坚持着有关流行音乐的

理念与信念不变的一群人，是不断给

流行音乐带来创意与创新的同时又在

内核上返璞归真的一群人。

陈彼得去世之后，他留下的“音乐

遗产”自然也会被继承，期望那些从他

这一辈乃至更早一辈音乐人身上得到

过营养的歌手们，能够真正理解流行

音乐的魅力核心，继续带来好听的、可

以穿透时间阻隔的好作品。

本报讯 近日，花溪区“书香花

溪·悦读悦行”——巴金先生《憩园》读

书分享会在花溪憩园举行。

活动伊始，青年作家、花恋溪文化

工作室负责人邓江龙带领全体人员参

观巴金纪念馆，讲述 1944 年 5 月巴金

与爱妻萧珊在憩园举办婚礼并创作

《憩园》的往事。这部作品既是巴金文

学创作的里程碑，更是花溪文化的亮

丽名片。

活 动 中 ，数 名 学 生 朗 读 了《憩

园》部分章节，畅谈参观巴金纪念馆

的 感 受 ，以 及 讲 述 对 花 溪 的 感 受 与

热爱。

此次读书分享会以巴金先生的

《憩园》为纽带，选择在花溪公园的憩

园共读这部作品，不仅是地名的巧合，

更是一种精神的呼应。大家在分享

《憩园》的过程中，解析文学如何照见

现实、启迪人生，共同感受文学作品的

哲理思考与人文关怀。

据介绍，花溪区打造“书香花溪•
悦读悦行”品牌，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共

享的平台，让青年的思想火花与市民

的阅读热情相互激荡，让花溪不仅以

风景闻名，更因文化而兴。

（冯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文/图）

花溪区——

举办巴金先生《憩园》读书分享会

学生代表在朗读《憩园》部分章节。

新华社电 江苏 大 剧 院 原 创 民

族舞剧《红楼梦》6 月 19 日起在台北

表演艺术中心上演，让台湾观众感

受中华传统美学的深厚底蕴与独特

魅力。

演出开始前，剧场外早早便排起

长龙。观众以年轻群体为主，还有人

身穿汉服前来。许多人在入口处的展

板前拍照“打卡”，集章处不少人拿着

宣传册排队盖章。

轻撩帷幔、静推屏风，一袭红衣的

贾宝玉在舞台上现身，“金陵十二钗”

的命运也随之缓缓展开。舞蹈演员们

身姿轻盈，衣袂生风，带领观众穿越

时光，共同游历在纷繁热闹的大观园

中。整场演出通过对“黛玉入贾府”

“元妃省亲”“黛玉葬花”等经典桥段

的演绎，将古典文学的深邃与现代审

美交织, 为观众呈现一场融合视觉与

听觉的艺术盛宴。

当晚演出历时两小时，剧场内座

无虚席。谢幕时，现场气氛热烈，掌

声与欢呼声持续十几分钟，演员多次

返场谢幕。不少观众表示，演出效果

“超出预期”，令人惊艳。

据了解，此次演出受到台湾观众

欢迎，所有场次一票难求。“用现代的

方式与经典对话，是一次极其浪漫的

相遇。”该剧导演李超表示，希望通过

此次台北站巡演，让这部文学巨著以

创新的方式走近台湾观众，传递其背

后的东方美学意蕴。

大陆民族舞剧《红楼梦》在台湾演出

时讯

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剧照。

陈彼得的“音乐遗产”值得珍惜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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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266 窟，北墙。 罗寄梅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

《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与榆林石窟照片》。

“锦绣好礼”选品会上的民族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