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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悬泉汉简出土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

置遗址遥悬泉置遗址发掘于 1990 年至 1992 年袁
曾被评为 1991 年和野八五冶期间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之一遥 2014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为

世界文化遗产遥 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 7 万余

件袁 其中出土汉简 35000 余枚袁 有字简 23000
枚袁经过整理编号者 18000 余枚遥 该遗址地处

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大道上袁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规模最大尧保存最为完好尧出土文物最多

的我国汉晋时期的邮驿机构遥 悬泉简中最早的

纪年为汉武帝元鼎 6 年渊前 111 年冤袁最晚的纪

年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渊107 年冤袁前后跨越 218
年遥 其内容大致涉及这 218 年及其前后若干年

的历史史实袁包括政治尧经济尧军事尧文化尧民

族尧社会以及边地风情尧日常生活等遥 尤以邮驿

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袁是两汉丝绸

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遥 这批重要的出土

简牍袁 是西北汉简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
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袁是今人研

究丝绸之路和野一带一路冶历史渊源的第一手

资料遥 或可补史籍之缺载袁或可正史载之讹误袁
将引领西北汉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遥

本辑悬泉简收录悬泉置遗址发掘二区

1990 年出土的五个探方中的近 2200 枚简牍袁

包括这些简牍的彩色原大图版尧红外照片以及

简牍释文等遥 内容丰富袁资料重要袁如收录了定

为一级文物的归义羌人名籍袁这对研究两汉时

期的民族关系尤其是羌汉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曰
如驿置道里簿袁与 1974 年在破城子出土的叶居
延道里簿曳可以衔接互补袁勾勒出一幅完整的

从长安出发到敦煌的邮驿交通图曰有关于第一

任西域都护郑吉的记录曰有关于中亚各国和西

亚尧南亚的记载袁如大宛尧康居尧大月氏尧乌弋山

离尧罽宾等曰有司法方面的内容袁如贼律曰有经

济方面的内容袁如参辨券曰有记录马匹工作情

况的文书袁其中 16 匹马的名字具在袁可供考察

汉代为马取名的方式等等遥 渊甘简冤

艺 术 广 角

《悬泉汉简（肆）》出版

在中国美术历史的长河中，20

世纪中国美术是一段璀璨的篇章，有

关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央美

术学院始终参与其中。不仅是由中央

美术学院师生参与创作的大量经典

作品，在现代中国的美术史中产生了

巨大影响，建校百年来，始自北平艺

专的中央美术学院及所属美术馆也

一直持续、有序地开展经典作品的收

藏工作。时至今日，中央美术学院已

拥有各类藏品 2 万余件，涉及古今、

兼顾中西。藏品种类丰富，囊括了各

个美术领域，藏有古今名家大师的众

多作品，形成中国古代艺术收藏序

列、近现代中国美术收藏序列、中央

美院教师与学生作品收藏序列等多

个收藏序列。

从 7 月 23 日起，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馆推出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藏陈列———现代中国美术”展览，通过

选取馆藏 20 世纪中国美术作品 200

余件，以时间发展为主线，以中央美术

学 院 美 术 馆 的 收 藏 视 角 ， 分 为

“1900-1949”“1950-1976”“1977-2000”

三个板块来梳理油画、中国画、版画、

雕塑等造型艺术的百年发展脉络。

“现代中国美术”陈列作为馆藏陈列的

第一部分，另有“古代中国艺术”陈列

将于 10 月与观众见面。秉承“兼容并

蓄，继古开今”的学术理念，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在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以及艺术品收藏方面鼎力践行，以期

实现特有的美术史叙事。

20 世纪初，民族危亡、社会动荡，

有志之士救国图存。新型美术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逐渐兴起，成为启迪民智、

寻求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之后的几

十年里，中国美术向现代转型，中国现

代美术教育也逐渐兴起，在吸收世界

艺术的优秀成果和科学方法同时，整

理继承中国传统之艺术，倡导走向社

会、关注现实、救国争光，寻求创造

新的艺术。像李叔同的油画《半裸女

像》、徐悲鸿的油画《男人体正侧面

速写》、孙宗慰的油画《蒙藏女子歌

舞》、李桦的黑白木刻《怒吼吧！中

国》、胡一川的套色木刻《攻城》，齐

白石的中国画《松鹰》都是这一转型

时期的代表。

伴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美术发展再次迎来新转折，美

术创作的宗旨不仅开始转变为倡导

“人民的新艺术”，服务工农兵大众，美

术教育也走向正规化，在学习苏联、东

欧等地经验的同时，逐步掌握现代美

术教育与创作的方法规律，提升了艺

术表现水平，并开始探索“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齐白石用楷书写下“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吴作人的油画

《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詹建俊的油

画《起家》、董希文的油画《农村互助组

组长》，以及古元的版画《玉带桥》都展

示出艺术家拥抱新社会的饱满热情，

他们用画笔为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而这些表现社会发展、生活建

设的“新中国”美术作品形象，时至今

日都被奉为时代的经典。

用美术作品记录时代，当中国社

会迎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也

促使美术创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从

改革开放起至新世纪，艺术家面对开

放的世界和宽松的环境，开始对历史、

文化、人性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反思，满

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创作步入多元化，

李可染的中国画《满目青山夕照明》、

韦启美的油画《附中的走廊》、靳尚谊

的油画《晚年黄宾虹》……这时期的艺

术家关注美术创作的发展规律并进行

探索，在创作语言、形式、题材等方面

进行多样化表达，逐渐形成了各自风

格，他们对艺术本体与规律的研究向

更深层次开展，创作面貌也走向多元

和丰富。

蕴含着时代基因的美术作品是艺

术家的情感表达，是见证时代演变的

图像历史。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术家的回

信中指出，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

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此次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推出的馆藏长期陈列，

既是美术馆对经典馆藏的重要探索和

对收藏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

积极响应国家文化政策，展现出新时

代美术馆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历史

面貌、美育资源以及艺术教学、研究的

核心价值。

渊星辰冤

以现代中国美术，开启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陈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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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国" 简 "

在表现自然美的同时具有知识性

中国幅员辽阔，拥有丰富多样的自

然、地理和生物资源，是自然题材纪录片

创作的天然富矿。无论是高山大川、江河

湖海、森林沙漠，还是奇花异草、珍禽异

兽，要将自然之美、生命之奇转化为高品

质影像，挑战是多方面的。“风景常在于

险远”，自然题材纪录片的拍摄不同于一

般的社会现实题材，很多“极致”影像都

来自特殊环境与“极端”场景，需要特殊

设备、新兴技术的“极限”应用以及跨学

科的协同合作。

为了呈现难得一见的画面，纪录片

的创作团队需要全方位地挖掘各类自然

题材的“宝藏”，力争形成覆盖高空、地

面、地下、水下的多层次影像表述体系，

并探索纪实美学和技术美学的影像融

合。他们克服野外生存困难，深入人迹罕

至的场所，采用蹲守、伪装、隐蔽等特殊

拍摄方式，捕捉大量稍纵即逝的珍贵影

像。目前，航拍、微距、水下摄影、遥感卫

星摄影、超高清影像等技术在自然题材

纪录片领域的应用已成为常态。但有时

候这些技术还不够用，需要摄制组因地

制宜地研制特殊设备和拍摄技术。以纪

录片《中华白海豚》为例，针对白海豚海

洋生活的特殊拍摄环境，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自主研发重型陀螺稳像平台，在大

海上实现 86 倍变焦、4K 每秒 400 帧的

稳定拍摄，这样才能捕捉白海豚的眼神、

身形、跃起姿态等细节，让观众清晰地领

略“白色精灵”的灵动之美。

自然题材纪录片除了借助科技力量

打造极致震撼的视听奇观，还需要以丰

富且严谨的知识，提升作品的信息量、科

普性。因此，创作者熟悉拍摄对象的资源

分布、物种习性是基本前提，这就需要相

应研究领域的学术支持。为了保障作品

内容的权威性，跨学科团队的协同合作

尤为重要。《大地之上》的主创团队关注

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人类学及历史

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采访中科院、清华大

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近 50 名专家学

者，与他们探讨土地与人之间的互动关

系。从千里冰封的极寒地带，到热带海域

的酷热之地，《蔚蓝之境》涉猎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等中国海域最具代表性的

生物。这也得益于权威海洋研究机构和

顶尖海洋学家的把控与指导。此外，自然

题材纪录片的拍摄空间范围广，时间上

常穿越四季、横跨数年。这也需要更加专

业科学的生产创作流程，以保障主创团

队全身心投入拍摄创作，将自然美景转

化为“极致”影像。

融入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观

自然题材纪录片中“极致”的影像，

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状物”，而“状物”

是为了抒情与达意。自然的外在美再惊

艳，如果没有灌注独特的审美旨趣，精美

的镜头也只能有其形而失其神。所以，自

然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关键在于融入中华

文化的独特审美观，化“物境”为“情境”

再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意境”，方能带给

观众“妙不可言”的审美感受。那么，何为

“美妙”？它是指作品中能让观众感受到

愉悦、和谐、熨帖的某种特质。在中国文

化语境下，自然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应追

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效果，传达“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意趣，让观众

体验难以言表的“美妙”。

细观近年来涌现的高品质自然题材

纪录片，一帧帧堪当屏保壁纸的画面背后

蕴藏的摄人心魄的力量，其实来自东方美

学的独特韵味。《大地之上》集中展现中国

地理形态孕育下的历史文明与民风民情，

画面构图的色彩搭配、写意笔触，遵循以

形写神、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等传统美学

法则，浸润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趣味。

好的自然题材纪录片不仅仅在说

理，更在于传情，影像隐含着中华文化对

天地万物的情感与态度，流露着中华文

化“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作品却能含蓄内敛地传达“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趣，从

而充分地体现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国壮

丽山河的热爱，对故土家园的眷恋。

《国家公园·万物共生之境》抓住

“共”和“境”二字———“共”强调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境”则体现了

将具象景物写意化的艺术观。当镜头聚

焦古老荒野、原真自然与万千蓬勃生命

时，我们从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

故事中感受到坚忍、顽强、智慧、团结等

精神。这些精神正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万物共生、生命相通的情感与

态度应和着宏阔高远、生意盎然的节律，

带给观者无以言状的感动。中华传统美

学精神赋予作品独特的魅力，作品中的

自然万象也从外在的“美丽”上升到内在

的“美妙”，在情景交融中尽显中国美学

的古典意趣、丰富意象和深邃意蕴。

激发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保护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国产

自然题材纪录片虽然讲述的是中国土地

上的生态故事，但应当始终秉持全球视

野、人类视角。从传播效果看，自然题材

纪录片在展现“美丽”、内蕴“美妙”的基

础上，还要启迪观众思考，激发公众的生

态保护意识，并引导他们将生态保护意

识转化为建设共同的美好家园的行动。

这个美好家园至少包含两重含义：大自

然是人与动植物的家园，地球是人类的

共同家园。

就第一层含义的“家园”而言，很多

作品以拟人的手法赋予所状之物人的性

格和情感，能让公众意识到：每一个物种

都是奇迹，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动

植物的境遇正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映射与

隐喻。在《雪豹和她的朋友们》里，陪伴雪

豹的既有活跃在陆地、天空的“邻居”，如

藏狐、猞猁、鼠兔、斑头雁、高山兀鹫、岩

羊等，更有一直护佑它们的三位牧民“朋

友”。《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

从当地牧民、画家、作家的视角切入，表

现他们与动物成为“伙伴”“家人”的故

事，传递人文关怀。从这个角度看，动物

不是人类猎奇和窥视的对象，而是休戚

与共的朋友，动物与人类相伴同行，才能

共筑美好的“家园”。

就第二层含义的“家园”而言，要让

自然题材纪录片具有国际视野，就要站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创作的

话语方式：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贡献者与引领者，为解决生态问题、

共创人类福祉提供中国实践、中国方案

和中国智慧。《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用

震撼而温暖的镜头语言，呈现 21 科 28

种中国植物的生命旅程，讲述它们影响

世界的故事；《大地之上》虽然主要探讨

的是中国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影响的关

系，整体视角却是“大地理”“全球化”和

“人类发展史”；《行进中的美丽中国》的

最后一集名为“全球之约”，讲述面对保

护生态环境这个全球性问题，中国如何

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实现由全

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这

种将中国故事放置在世界坐标中，展示

各国协同环境治理的成果，正是建设事

关人类福祉的共同家园的“美好”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国产自然题材纪录片精彩呈

现丰富多样的生态物种，在人与自然万

物的趣味互动、诗意呈现中，赞颂自然力

量、讴歌生命繁茂，让顽强的生命意志、

蓬勃的生命气息与丰盈的生命状态被更

多人看见，这是具有感染力的中国故事。

期待着自然题材纪录片创作推出更多有

热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好作品，以精美

影像展现自然的“美丽”，以中华美学生

成“美妙”意趣，最终激发人们建设人类

“美好”家园的力量。 渊顾亚奇 袁文洁冤

自然题材纪录片拍摄
难度大、门槛高。这是因为
其不仅要展现山川万物叹
为观止的“外在美”，还要
深入挖掘作品的“内在
美”，在意蕴表达、审美旨
趣、主题凸显等方面全方
位展现中国之美。近年来，
中国纪录片人在自然题材
领域持续发力，涌现出《影
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遇见
最极致的中国》《大地之
上》《蔚蓝之境》《青海·我
们的国家公园》《雪豹和她
的朋友们》《行进中的美丽
中国》等一批精品力作。这
些作品以极强的影像表现
力和情感冲击力给观众营
造震撼心灵的观赏体验，
为解决自然题材纪录片的
创作难题总结有益经验。 满目青山夕照明渊纸本设色冤

李可染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晚年黄宾虹渊布面油彩冤 靳尚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