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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在日前举办的“红色礼赞———东莞·大岭山庆祝建党
百年名家邀请展”中，首次展出了梁世雄创作于 1977 年
的《井冈山》《延安》两件红色主题大作以及同期的写生手
稿系列；李劲堃的《雪山翻越征程远》，是以山水长卷的传
统方式表现红军行军的社会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 同时
特别展出的还有陈金章与李劲堃合作的巨幅丈二山水
作。 林顺文则领衔红色礼赞———大岭山红色革命遗址采
风之行， 一众艺术家书写时光洗礼中越发闪耀的大岭山
红， 创作出一批展现大岭山抗日根据地遗址遗韵的艺术
精品。 （梁志钦）
时间：6 月 25 日-8 月 15 日
地点：东莞市大岭山镇德政街 3 号

先生之范———
李醒韬艺术作品文献展

近日，《先生之范———李醒韬艺术作品文
献展》在广州画院“先生画馆”展出。 相关艺术
座谈会将于 7 月 6 日同场举行。作为一位杰出
之中国画花鸟画家，李醒韬在每个时间节点都
有相应的代表作产生，这在广东画坛乃至全国
都是少见的。

纵观李醒韬的创作艺术历程，涉及门类众
多：丝网套色版画、水彩、水粉、油画、国画，而
且在每个领域均研究程度深入且有大量佳作
问世。 由于性情和自己的喜好，他最后选择以
笔劲墨酣、硕果繁花的花鸟画作为自己的毕生
追求。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李醒韬
凭着过硬的造型能力、娴熟的绘画技巧、深厚
的审美阅历，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宣
传画《欢迎你，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我爱祖国
的蓝天》等优秀作品，油画创作有大型作品《我
爱万泉河》（与梁照堂合作）以及历史画《毛主
席视察农机馆》《张太雷宣布广州起义》等。 正
是有李醒韬同时代的这一批画家的努力，使广
东地区的美术创作水平曾一度位列全国前茅。

上世纪 90 年代，李醒韬开始了在国画领域
的新探索。 这个时期是他把各种西方绘画手段
向中国画的转换过程。 最终他找到了一种以兼
工带写以意为先、 色墨相容以墨为主的花鸟画
创作样式，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他在学习吴昌硕苍厚朴茂的审美特质中
加入了岭南的恣丽霸悍，同时，在题材选择上，
他对于身边普通的景物的关注成为他创作的
重要母体。 评论家谭天表示，看李醒韬的花鸟
画，他习吴昌硕最勤。 紫藤、荷花、红棉等则有
各家身影。 只有他的“岭南花果”，前人无专门
涉猎，留下开拓的空间甚大。 又李醒韬为岭南
人，自幼耳濡目染，对乡土风物自有乡情乡意
所在，并发自内心，而不必出自古人，便自然有
独创和新意。 （潘玮倩）

《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

《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日前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许永杰。 本
书为著名考古学家许永杰教授从事
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以来发表文章
的合集， 共收录文章 57 篇， 包括论
文、书评、序言和随笔。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文化
考古学 ”，二为 “社会考古学 ”，三为
“理论与方法”。其中文化考古学部分
又按照作者四十余年考古发掘、研究
和教学所围绕的三个地区分为黄河
流域、黑龙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本书
虽然为个人文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代考古学者的
研究历程和心得。

其中，在“珠江流域”的研究文章
收录有《广西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存分
期及相关问题》《闽南粤东地区先秦
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 》
《中国南海诸岛考古述要》《光荣与梦
想———“南海Ⅰ号” 整体打捞及其意
义》《窥斑知豹———2011 年 “南海Ⅰ
号” 考古试掘的意义》《不忘初心 致
力前行———为杨建军，〈岭南地区商
周时期墓葬研究〉 序》《从真爱到真
懂———为王海娜博士〈清中晚期岭南
地区建筑陶塑屋脊研究〉序》《考古学
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 （潘玮倩）

北极地区发现恐龙幼崽化石

《参考消息》6 月 29 日刊登美国
趣味科学网站报道《恐龙幼崽曾在北
极蹒跚学步》。 摘要如下：

一项新研究称，在美国阿拉斯加
州北极地区“意外”发现的 100 多块
恐龙幼崽骨骼和牙齿表明，大约 7000
万年前，曾有恐龙幼崽在这片严寒地
区蹒跚学步。

研究人员说，在如此寒冷之地发
现史前繁衍地的证据令人惊讶。 研究
人员说， 即使在温暖的白垩纪 (1.45
亿至 6600 万年前)，阿拉斯加的月平
均气温也仅为约 6 摄氏度，在一年中
的约 4 个月时间内，这些恐龙要一直
生活在黑暗中，还要应对降雪天气。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古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埃
里克森说，发现化石的阿拉斯加北部
王子溪地层是“恐龙曾经生活的最北
端”。 他说，“我认为它们不可能生活
在更靠北的地方”， 因为现在被称为
阿拉斯加的这片区域在当时比现在
更靠近北极。

在分析了这些幼崽的牙齿和骨
头后，研究团队确定，这些遗骸属于
7 种不同的恐龙。 埃里克森说，这一
发现表明，恐龙很可能整年都生活在
这个寒冷地区，因为幼崽太小，无法
在孵化后不久就进行一年一度的迁
徙。 他还说，如果这些小恐龙及其父
母全年都生活在阿拉斯加，那么它们
很可能是温血或者说恒温的———即
使气温下降，这一特征也使它们能够
保持活跃。 （新华社）

梁世雄《井冈山》《延安》首次展出

■梁世雄《井冈山》

■李醒韬《春暖》

202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广州
海事博物馆扬帆启航。 广州海事博
物馆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海神庙
的东侧，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海事”
主题博物馆，填补了广州市在海上
丝绸之路专题博物馆及唐宋时期
广州海上对外贸易专题展览的空
白，是黄埔区“海丝文化”品牌建设
的重要途径，更是落实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举措。

广州海事博物馆完善和提升
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建
设， 推动了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
也是广州“博物馆之城”建设的重
要成果。 广州海事博物馆完整而系
统地展现广州海上对外贸易和交
流的历史和文化，将成为广州海丝
文化、海事文化的重要地标，惠及
市民文化生活、促进广州对外文化
交流，搭建起广州与世界文明开展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博物馆总占地面积 35738 平
方米， 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是

集收藏、陈列展示和研究海事（海
丝）主题藏品的专业机构。 观众可
以通过馆内内容丰富的活动，深入
其中感受广州在 “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地位，领略广州千年商都的
辉煌历史。

其 中 ， 常 设 展 览 “七 海 扬
帆———唐宋时期的广州与海上丝
绸之路”，从中外航线、造船航海、
港口城市、瓷器出口、香药进口、南
海神庙国家礼制、市舶制度、佛教
海路传播以及蕃商蕃坊等方面，多
角度展示唐宋时期广州海上丝绸
之路历史风貌，再现千年前广州城
市繁荣、商业兴盛和文化交融的历
史盛况。

回首百年伟大征程， 在党的领
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
迈入了全新的阶段。 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 故宫博物院特别策
划制作了“新时代·新故宫———故宫
博物院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主题云
展览”。

此次云展览的故事， 从新中国
成立前夕讲起。

北平解放后， 北平军管会派专
员到故宫查看古建筑的保存状况，
发现紫禁城内垃圾堆积如山， 满目
疮痍，于是“决定以参观券收入充作
一般保养工程费用， 不必缴库”，并
组织成立工程小组， 拨专款用于修
缮破坏严重的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与关
怀下， 部分南迁文物陆续回归故宫，
另有大批珍贵文物通过捐赠、 收购、
调拨等方式入藏，使故宫博物院藏品

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
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家级重大

文物工程的推进与人才队伍的壮
大， 故宫文物典藏与保护工作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此次展览借助大量院藏老照
片、档案，及全景图片、高精度三维
模型、 超高清文物影像等丰富的数
字资源，辅以视频观影、虚拟展厅、
全景漫游等多样化的体验形式，充
分展现出故宫博物院在党的领导、
关怀下，在古建筑、文物、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等领域所做的
工作。

云展览分为五个单元。
第一单元 “新中国·新故宫”，

第二单元 “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地”，
第三单元 “故宫文物的典藏与保
护”，第四单元“故宫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传承”，第五单元“新时代·新
征程”。 （据故宫）

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主题云展览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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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师们将画作回潮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