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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东汉蔡伦造纸早约百年

中国古代纸张起源又有新发现

中国写实油画的当代发展之路

艺 术 广 角

" 简 " 述中国

寻根革命之旅 赓续精神伟力
———评文献纪录片《南梁之光》

六集文献纪录片《南
梁之光》将镜头聚焦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南
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后发展为陕甘革命
根据地）。该片以独特的视
角、翔实的资料、严密的逻
辑、完整的线索、细腻的情
感，再现我们党在陕甘等
地历经曲折创建革命武
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
红色政权的峥嵘历史，彰
显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
勋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
饱经磨难仍始终坚定执着
的革命情怀，展现出老一
辈共产党人鲜活而伟岸的
革命形象，将以“面向群
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
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
南梁精神具象化。

5 月 19 日，在 CCTV-1 播出的《简牍

探中华》独家发布了悬泉置的考古成

果———考古人员在遗址发掘出土 500

多张汉代纸张残片。

这些古纸残片，和甘肃天水放马滩

西汉纸地图相互印证，说明早在西汉时

期纸张就已经出现，比东汉时期的蔡伦

造纸早约 100 年，其中 10 余张古纸残片

留有字迹，书有“细辛”等中药名，结合古

纸的折叠痕迹，研究人员判断应为包药

用纸。

不断“上新”的悬泉置，还承载了哪

些历史故事？置啬夫“弘”接待过哪些风

云人物？

野少小离家老大回冶的和亲公主

公元前 51 年，悬泉置接到一封文

书，“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

人、从者道上”，要求驿站准备食宿和轺

车，信中的“乌孙公主”，便是我们熟知

的解忧公主。公元前 101 年，解忧公主肩

负“欲与乌孙共灭胡”的重托，启程西

行，远嫁乌孙，她学了语言，改了习惯，

身体力行地向当地百姓，传授中原的农

耕技术、医术药方，日渐强大的乌孙也

愈发亲近汉朝。数十年的西域生活并非

一帆风顺，解忧公主先后经历过匈奴大

举进犯、乌孙同室操戈，一度生死悬于

一线，她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化干戈、

定基业，巩固了汉朝与乌孙的友好关

系。西域局势趋于稳定后，年迈的解忧

公主上书汉宣帝，“愿得归骸骨，葬汉

地”，不久，长安以西的多个邮驿，都收

到了接待公主一行的文书，悬泉置便是

其中之一，公元前 51 年的冬天，置啬夫

“弘”等来了归汉的解忧公主。这并非他

们的第一次交集，“弘”的职责，就是为

公主、使者们传递信件，多年以来，解忧

公主一封封与西域局势相关的书信，就

是经由悬泉置送达长安。红颜离家，皓

首归来，为西域和平奉献一生的解忧公

主，终于功成身退，落叶归根。

丝绸之路上的汉朝公主使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处丝绸之路

要冲的乌孙，在汉朝与匈奴之间摇摆不

定，解忧公主能成功交好乌孙，并在多次

纷争中化险为夷，背后离不开汉朝的支

持，其间也有“冯夫人”的斡旋。

“冯夫人”是随解忧公主一同前往

乌孙的侍女冯嫽，她生性聪颖，知书达

理，短短几年时间，便通晓当地语言文

字及风俗习惯，常以汉朝公主使者的身

份游走于西域。公元前 53 年，有着匈

奴血统的“左夫人”之子乌就屠弑王自

立，汉乌关系日渐紧张，战事一触即

发，关键时刻，冯嫽临危受命，锦车持

节亲往军中谈判，成功游说乌就屠接受

汉朝赐封，驻扎于敦煌待命的汉军得以

不战而还。

在悬泉汉简中
我们可以看到冯嫽奔波的身影

甘露二年（公元前 52 年）二月下旬

至四月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冯嫽

从敦煌郡出发抵达长安，又从长安赶到

乌孙，往返超过 16000 里，一位不辞辛

劳、风雨兼程的巾帼英雄形象跃然眼前。

公元前 51 年，在长安颐养天年的冯嫽，

收到乌就屠意图谋反的消息，年逾花甲

的她毅然上书请缨出使乌孙。从长安城

到悬泉置是 4000 余里，从悬泉置到乌

孙又是 4000 余里。冯嫽第一次踏上这

条路时，明眸皓齿，风华正茂，再次西行

已是两鬓斑白。在冯嫽的奔走努力下，乌

孙局势日渐稳定，西域终于恢复往昔的

和平。

悬泉汉简见证了解忧公主、冯嫽等

人的青春岁月，记录了置啬夫“弘”的恪

守担当，它们如同历史的信使，拨开时空

迷雾，将古代中国景象生动地展现在世

人面前。 渊据央视网冤

在当下全球艺术发展生态中袁
写实油画似乎已经成为即将野告别冶
的传统袁那么袁在我国袁写实油画还

要不要坚持钥

东西方油画存在不同的
发展脉络

油画起源于欧洲袁 早期的油画

是从欧洲中世纪相对平面化的线造

型艺术形式演变而来的袁 之后融入

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

理性精神袁随着透视学尧解剖学等近

代科学的逐渐完善和应用袁 西方油

画的表现手法也越来越科学化袁越
来越接近视觉观察的真实效果遥 直

到十九世纪摄影技术的发明和普

及袁对传统写实绘画造成了冲击袁人
们对写实绘画的需求逐渐降低袁西
方油画慢慢走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袁强调表现画家的主观精神袁
以象征尧变形或抽象符号来折射尧隐
喻外部世界遥

而在中国袁 写实油画具有独特

的脉络袁 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

相关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袁 李叔

同尧 李铁夫等留洋回国的艺术教育

先驱者袁 为中国的写实油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遥随后袁徐悲鸿等人将西

方写实油画传统引入中国袁 结合民

族特色袁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现实主义成为主流

的艺术风格袁 写实油画也因此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 许多中

国油画家出国学习袁 一些外国原作

也来华展出袁 使中国油画人看到了

印象主义尧后印象主义尧表现主义等

西方现代派油画的多样性遥 但值得

一提的是袁 中国油画的发展脉络并

不是对西方油画发展史的复刻袁而
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遥以靳尚谊尧
詹建俊等人为代表的油画家并未集

体转向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路径遥
与当今西方相比袁 中国的写实

油画发展更为迅速和稳健遥 曾有一

批西班牙画家在参观中央美术学院

时袁 对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表示赞

叹袁 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超越了

西方遥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袁与中国

的文化传统尧 国家意志以及民族需

求密不可分遥

写实油画需要
探索形式语言的创新

在当今的艺术界袁 写实油画与

当代艺术之间确实存在相当的差

异袁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艺术

理念与方向遥一方面袁主流的绘画以

写实油画为主袁 它与国家主题性创

作和国家行为紧密相连袁 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和庞大的从业人员曰另
一方面袁以卡塞尔文献展尧威尼斯

双年展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圈层袁
则更强调观念尧 图像和实验性袁追
求与观念接轨的当代面貌遥 事实

上袁 当代艺术虽然追求创新和突

破袁但难免有过于激进或流于概念

与形式之嫌遥 虽然写实油画受到装

置尧影像尧数字艺术等当代艺术形

式的冲击袁 也面临着语言陈旧尧鱼
龙混杂等情况袁但是袁我并不认为

写实油画在中国存在式微的趋势袁
相反袁写实油画在当下的中国依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遥
对于写实油画的传统艺术形

态袁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袁其核心都

在于继承与创新两方面遥 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袁 如何创造出新的艺术

形式和内涵袁 是写实油画面临的主

要课题遥
当代中国写实油画家探索形式

语言的创新袁 将传统写意与西方表

现技法相结合袁 为写实油画注入了

新的活力遥
艺术的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袁

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才是真金遥 真正

能够流芳百世的艺术家和作品袁往
往与技艺的精湛尧 对人性的深层挖

掘以及人类文明的传承紧密相关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外文化

交流的加深袁 中国的写实油画也将

与世界艺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袁共同推动世界艺术的发展遥我不

能简单地预测写实油画在中国当代

的具体发展轨迹袁但可以肯定的是袁
只要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袁 中国写

实油画的发展将会长盛不衰遥
渊袁元冤

拓展历史场域
立体式刻画峥嵘岁月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是中国革命重要的起承转合点，在中共

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南梁之光》在展示历史

影像、叙述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运用大量

革命先辈亲属、党史军史领域专家学者

的采访镜头和原声录音，融入南梁当地

地貌和人文环境的场景拍摄，既让革命

先辈见形象、显精神，又使历史更加生动

可感，还在观众脑海里建立起完整的历

史逻辑，特别是让人们对在一段时间里

研究不多、宣传较少的南梁革命根据地

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两当兵变”的重要

地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第一

集《陕甘星火》中，我们看到早年采访时

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连长吕剑人及其

女儿郭林、时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副

连长左文辉等人的影像，听到习仲勋

1988 年 3 月的原声录音。这些回忆和讲

述将“两当兵变”的复杂形势，以及刘林

圃、习仲勋等英勇多谋、临危不惧、审时

度势的斗争智慧，跨越漫漫历史长空还

原出来，带给观众尤为真切的历史现场

感，让人理解中国西北革命战争为何能

快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也是中国

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

都与当时的党情国情紧密相关。《南梁之

光》虽然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核心内

容，但创作者非常重视历史的完整性与

逻辑性，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延展、对当

时党情、国情的介绍，使观众对这段革命

历史的必然性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

识。第二集《漫漫征途》分两条主线，一条

讲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追堵截

的夹缝中艰难地成长，历尽千难万险终

成规模的发展历程；另一条讲述我们党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

严重受挫后，痛定思痛、及时纠错，于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

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四

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不断地调整战略方向、寻找长征落脚点

的革命历史。两条主线既独立延展，又相

辅相成。这是《南梁之光》独特表达方式

的缩影，更是全片独具匠心所在———通

过“大背景 + 小场景”“大历史 + 小历史”

的交互展现，条分缕析、自然演绎，串联

起整个历史故事的发展脉络。这也让观

众能够更加立体地感知陕甘革命史从何

而来、将向何处的历史必然趋势，真正让

历史“活”起来。

创新多维表达
深层次激发情感共鸣

《南梁之光》通过构思精巧、制作精

良的镜头语言，将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核、

价值意蕴生动展现出来，让历史精神更

具感染力、更富感召力、更显穿透力。全

片灵活运用多种表达载体，融史料场景、

实地探访、专家解读、亲友回忆、漫画创

作等为一体，汇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历

史厚度等于一体，自然、真实地勾勒出一

位位血肉丰满、精神饱满的民族英雄，让

观众产生置身历史场景、体验历史进程、

触摸历史跃动的真切感知，让南梁精神

直抵人心、引发共鸣。

第四集《群众路线》生动讲述 80 多

年前，我们党在陕甘边区执政过程中，始

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刻关注民

生、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历

史故事。该集从甘肃省环县习仲勋红军

小学临近七一排练道情剧《道情深深》，

演绎南梁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

群众的深厚情谊切入，以文献史料展示

刘志丹与习仲勋等领导人创造性地制定

《陕甘边根据地“十大政策”》，以漫画形

式展现习仲勋与群众亲密无间的联系。

第五集《肝胆相照》通过“史实讲述 + 历

史相关者回忆”的方式，展示习仲勋等中

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尽可能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真实历史。

片中，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在此后的革命历程中虽几经磨难，但

始终红旗不倒，点燃陕甘革命斗争的熊

熊烈火，成为中国北方最耀眼的一颗星

辰。这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革命的种

子、胜利的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就

开始萌发，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迅速

发芽，老一辈革命家、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靠

着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最终建立光照千

秋的历史功绩。这种穿透时光隧道的镜

头呈现方式，让科学理论、实践检验、人

民感受、历史记忆交织，把我们党

言行合一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荣传

统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跨越

百年奏响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激

励着我们从南梁精神中汲取智慧、提振

信心、增添力量。

昭示精神力量
跨时空接力复兴伟业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

创造出的南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根

系相通、一脉相承，都是我们党在历经艰

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沉潜积淀而成

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

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是我们党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的精神丰碑。精神的生命力，

形成于革命实践、蓄力于代代传承、迸发

于时代征程。纪录片第六集《大地丰碑》展

示习仲勋将南梁精神发扬光大、引领开辟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历史故事。主

政广东期间，习仲勋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

小时，经常深入山区、农村、厂矿、边境，搞

调查研究，对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

优势和特点了然于胸，提出发展外向型经

济的思路，推动创办经济特区。这份坚持

和勇气续写了南梁时期形成的革命斗争

精神的时代篇章，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

的求实开拓、敢为人先。

虽然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南梁

精神仍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红

色养分，传播、弘扬、践行南梁精神是历

史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纪录

片最后所提到的那样，“无论是探寻历史

的考古现场，还是创新发展的数据中心，

无论是热火朝天的产业基地，还是温馨

静雅的广袤田园，无论是雄伟壮丽的祁

连山脉、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还是苍茫

无垠的广阔大漠、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一首首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

进行曲正在奏响”。从历史走向未来，让

革命精神焕发蓬勃旺盛的时代生命力，

关键就是要把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革命

斗争中熔铸的革命精神、革命品格不断

地传承弘扬，并结合时代特点赋予时代

内涵，不断激发富民兴陇和强国建设的

使命担当，努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作出

更大贡献。

渊作者院严纯华袁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尧
兰州大学校长冤

春到西藏渊油画冤 董希文

互联网的春天要要要农村电商渊油画冤 郭健濂尧褚朱炯

小夫妻渊油画冤 李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