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
岭南寺僧书画暨海

幢寺文化展在国博开幕

7 月 25 日，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广东省文物局联合主
办，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
策划的“禅风雅意—岭南寺僧
书画暨海幢寺文化展”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开幕。

此次展览分为“禅林翰
墨”“海幢古韵”“交流共融”三
个单元，精选岭南寺僧书画的
代 表 性 人 物 及 其 代 表 性 作
品。明代释德清的行书作品
《法性寺菩提树诗》、清康熙年
间的海幢寺钟板堂铜钟、1934
年释函昰的竹简字拓本轴、
1796 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
海幢寺外销画册等珍贵展品
纷纷亮相展览。

文物
“东方庞贝”震损文

物修复完成

青海省博物馆方面透露，
经过数月努力，因积石山地震
影响受损的青海喇家遗址博物
馆受损文物(共计68件)的抢救
性保护修复工作已全部完成。

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的喇
家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的大
型史前聚落遗址，距今四千
年，以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
时代早期的齐家文化为主。
该遗址保留多重灾难遗迹，是
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大型灾
难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
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面条实
物证据也是在该遗址被发现。

游戏
中国音数协游戏博

物馆在上海开馆

备受关注的中国音数协游
戏博物馆于7月25日在上海正
式开馆。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专业电子游戏博物馆，占地面积
达2000平方米，共收录各式游
戏机、个人电脑、游戏软件、游戏
书刊等游戏相关藏品 5000 余
件。博物馆通过“电子游戏的起
源”“主机游戏的兴起”“电脑游
戏的繁荣”“中国游戏的发展”四
大常设展区，将电子游戏的历史
娓娓道来，引导观众深入探寻游
戏背后的技术与文化内涵。

E-mail:hdzp@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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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四大展厅，从“揭示油彩的秘
密”“重现国画的光彩”“溯古求新的
技艺”到“透视立体的世界”，林丰俗、
林墉的国画《松兰》、徐悲鸿的油画《妇
人倚窗像》、古籍《新刊韩非子解诂》等
艺术瑰宝熠熠生辉，还有中国古代的古
铜镜、西方现代雕塑《思想者》等文物杰
作也列入展陈。

“当一件艺术品进入广东美术馆
的收藏体系后，它便开始了一段特别的
旅程。从身份记录、存储保护、运输展
览中的损害检测和修复，再到修复后的
库房休眠，最终重新展出的过程中，修
复师们始终陪伴在其中。”广东美术馆
艺术修复部主任刘端玲告诉记者，展览
通过多种视觉手段展现了修复师们如
何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让艺术品

们宛若新生，一段段艺术品和文物背后
的修复故事娓娓道来。

2017 年广东美术馆接收了省政府
属下几大宾馆收藏的 700 余件名家字
画。因长期悬挂于公共空间，这些作品
存在指印、霉点、黄渍、油斑和破损等问
题。广东美术馆联合本地修复力量使
它们得以重焕生机，二号展厅“重现国
画的光彩”集中展出了其中 10 余件画
作的修复案例。

林丰俗、林墉创作的书画作品《松
兰》就是其中之一，作品刚送到广东美术
馆时面临着诸多修复挑战。原装裱的画
面受损严重、画作各幅尺寸不一，存在
多处严重缺损和黄渍。在修复过程中，
修复师们首先使用胶矾水对有画意的部
分进行固定，以防在清理过程中脱色。

随后，他们细致地清洗油渍、酱油渍
和黄渍，由于这些污渍的处理需谨慎，
因此采用了轻量分次清洗的方法。最
后，修复师们揭去底纸，对画心缺损部
分进行了补纸，并将纸张加到原画高
度处，进行重托底。“艺术品的保护和
修复是一个长期且需要耐心的过程。
每当修复师看到艺术品受到损害，其实
会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害一样心
疼。”刘端玲说。

了解画作是修复的第一个重要步
骤。化学专业出身、从事艺术品修复工
作 18 年的广东美术馆艺术修复部副主
任莫述文介绍，艺术品修复工作依靠人
的专业知识和手工技巧，更应充分利用
现有科研器材。显微镜、紫外线、红外线
和 X 射线，以及 XRF 光谱仪、光纤光谱
仪等科技手段的运用能帮助修复师检测
画作，揭示肉眼看不见的症结，以确定最
佳修复方案。

在“揭示油彩的秘密”展厅中，胡一川
代表作《挖地道》的修复研究就是文化与
科技深度交融的生动案例。广州美术学
院材料技法修复研究室先后三次对该作进
行修复保护。前两次修复主要解决支撑
体结构变形和绘画层脆弱剥落的问题。
第三次是研究型修复，在多方支持下完成
了多光谱成像和Micro-XRF 微区 X荧
光光谱成像等一系列科学检测和分析，最
终顺利实现了对该作品的全面修复。

广州美术学院的材料与油画修复工
作室（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提供的修复
案例，则是徐悲鸿旅欧时期的作品《妇人
倚窗像》。该作品为艺术家于1922年在
德国柏林的临摹之作，原作出自欧洲绘
画大师伦勃朗之手。在这幅作品创作百
年之际，该工作室应用了多种科学检测手

法，特别通过超景深显微镜、可见与红外
波段光纤光谱仪等手法，在最小干预的修
复原则下对作品进行了完整修复，延长了
作品的保存寿命，也让观众从科学与微观
的角度了解徐悲鸿的艺术世界。

在同一展馆中，汤小铭的《悠然》修复
案例正是艺术品修复师莫述文的代表
作。他回忆道：“最初通过肉眼观察，这幅
作品只有几个小洞和小破损，但借助现代
仪器和高倍显微镜的检测，可见油画中
竟然隐藏着上百个白蚁蛀洞。”作品的画
布背面出现大量虫蛀，此修复案例展示
了高倍显微镜和局部修复法在虫蛀损伤
油画中的应用。通过清理虫蛀以及加固
虫蛀损伤区域，实现作品的修复保护。

“现代技术设备的引入让油画修复
变得更加高效，比以往的手工方法快了
许多。”莫述文告诉记者，2004 年，广东
美术馆引进了一台专为油画修复设计的
真空电热抽气工作台，这台设备具有
加热托裱油画、加固颜料层，并恢复画
布的平整等功能。此外，广东美术馆
还引进了微型电烙铁等现代设备和材
料。乘着“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东
风，现代艺术品修复不仅大幅提升了
修复的精确度，还让艺术品的历史价
值得以更好地保存。

本次成立的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艺
术品保护与修复中心，是广东在传承保
护文化遗产上又一次主动作为。中心特
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王颖
生作为项目负责人，对标国内乃至国际
一流水平，旨在打造华南及大湾区艺术
品修复和保护工作的高端平台。

王绍强介绍，广东美术馆自1997年
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艺术品的保护、修
复及相关科研工作，是国内较早推动艺
术品保护和修复的美术馆之一，也是国
内屈指可数内设艺术修复部的美术馆。
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广东美术馆在艺
术品保护与修复技术实践、实验室运作
及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修复水平
在国内美术馆中走在前列。

今年5月，全省重大标志性文化工程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落成开馆，为广东
美术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也为进

一步做好艺术品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了
有利条件和重要契机。王绍强表示，广东
美术馆将形成“一馆两区，错位发展”的新
格局。此后，馆方将把国际性、全国性的
大展以及品牌展览、现当代展览主要放在
白鹅潭馆区；二沙岛馆区主要关注20世
纪以来的岭南名家名作，以及艺术品的保
护与修复。

在展览期间，广东美术馆将举办“艺
术品保护与修复专题研修课”，届时中央
美术学院的顶级专家将为广东省美术馆
协会的专业人员、相关专业师生以及社会
人士授课。此外，馆内还将策划一系列引
人入胜的公共教育活动，包括“与修复师一
起看展览”“微寻宝”和“寻找修复的痕迹”
等，让观众感受到艺术品的魅力和艺术品
保护与修复工作的价值，激发社会各界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与参与。

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

焕光彩：岭南文化瑰宝保护与修复

乘东风：“文化+科技”领域深度融合

搭平台：传承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动作为

藏品是一座美术馆的立馆之
本，学术之基、活化之源。7 月 26
日上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艺术
品保护与修复中心成立仪式在广
东美术馆举行。广东美术馆馆长
王绍强表示，“广东省粤港澳大湾
区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中心”依托广
东美术馆正式成立，将进一步依托
自身研究基础，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及华南地区
艺术品保护和修复工作。

中心成立之际，《跨越时空的
守护——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专题
展》在广东美术馆二沙岛馆区展
出。展览汇聚来自中山大学、中央
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广州
美术学院、清华海峡研究院、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美术馆等 8 家机构的 40 余个
修复案例，涵盖油画、中国书画、陶
瓷、雕塑、壁画、古籍文献等多种类
型，向每一位踏入这场时空之旅的
观众讲述艺术品“重生”的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泳希 朱绍杰 通讯员 刘丹妮 图/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成立仪式现场

◀修复师在修复艺术品

大湾区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中心依托广东美术馆成立

助力更多艺术珍品“重获新生”

展览现场展出艺术
品检测修复设备

经常被打倒，借此好好休息短篇快进快出比较“伤人”

1994 年，
杨知寒出生于

东北小城齐齐哈尔。
她的童年在书籍的陪伴下

度过，早早便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
学天赋。成年后，她以创作网络言

情小说为起点，逐渐积累起一定的文学
创作经验和知名度。

2018 年，杨知寒的创作迎来了转
折。她以一个被忽略的家庭成员为原
型，创作了短篇小说《黄桃罐头》。此
后，她的作品陆续在《人民文学》《当代》
《花城》等刊物上发表，文学才华也逐渐
得到业界认可。去年十月，她凭借冷峻
而极富东北特色的小说集《一团坚冰》，
荣获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成
为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一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被迟子建称赞为“天才作家”。

摘得大奖后，杨知寒继续潜心打磨
东北题材小说，沉寂一年后，推出小说集
——《独钓》，以新近完成的九个中短篇故
事描绘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他们身处
时代洪流之中，创痛、挣扎和梦想，潜伏在
人心深处的沟壑幽微，被作家用冷静克
制又不乏细腻悲悯的笔触展现出来。

近日，杨知寒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
访——

E-mail:hdzk@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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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说过喜欢打游戏
和下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爱好？

杨知寒：爱好归结来说就是
玩儿。写作是有这点好处，好像
无论做什么事，对它都有点儿帮
助，全在于怎么看待。我还是猫
奴，拼图爱好者，装修队业余队
员，时常给家里换些摆设。我喜
欢和亲近熟悉的人旅行，这样比
较自在，也省麻烦，爱好一切不麻
烦人自成乐趣的事。

羊城晚报：有一段时间年轻
人对 MBTI 性格测试乐此不疲，
作为青年作家，您怎么看待这种
性格测试？

杨知寒：前阵子朋友让我做
了测试，之前也被人问过。不是
不想知道自己什么人格，是一看
到那么多题，就怕麻烦了。其实
不用人说，我也知道自己大概是
什么样子。也许这是现代人彼此
拉近的一种办法，在真正接触之
前，先有个判断，跟到医院号病似
的，你看脑科，我也看脑科，咱们
是病友啦。写作真能把人藏起

来。写作不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
人，读者也不是为看你而来的，而
是看你写了什么，这就很能让人
感到安全。

羊城晚报：您曾说“我享受那
种在地上躺倒，被一拳 KO 的感
觉 ，它 可 以 让 我 心 安 理 得 地 休
息”——意思是，您有过被写作、
生活打倒的时候？

杨知寒：经常被打倒，经常给
自己找理由去好好休息。在小说
《瑞贝卡》里，我借人物之口，表
达过看法，有些人是没法长久沉
浸在一种状态中的，这保证他们
不会患上严重的情绪病，却也天
然阻断了一些东西——对深处漩
涡之人隔岸观火，爱莫能助。被
打倒了，我会躺一阵子，然后臊眉
耷眼起身。这不是跟自己说我不
能挫败，而是因为一直躺着，也很
消耗；换个样子，即使精神上仍然
躺着，肉体上也舒服些。

羊城晚报：书写这些平凡、低
微、失意的小人物，能够为不断被
现实生活摩擦的读者提供治愈的

力量吗？
杨知寒：真希望如

此 。 我无意于制造伤
痛，伤痛如果是被制造
出 来 的 ，会 有 表 演 嫌
疑 。 如果写作已经能
把那些真切的伤痛呈
现出来，激发人的恻隐
之 心 ，那 何 必 再 渲 染
呢 ？ 记得小时候课本
上读过一句，“观赏他
人的孤寂是种罪恶”，
写小说，是把自己剥离
出去，非“行恶”不可。
那么在此之外，生活艰
难实多，有点儿希望就
给点儿希望，人总要生
活下去 。 这是我在东
北习得的课题，苦中作
乐，不吃苦头，并不耽
误行乐。

杨
知
寒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通过写作呈现而非“制造”伤痛，
给生活以希望

羊城晚报：短篇小说《黄桃罐
头》用几处细节、几句闲笔就生动
刻画出中老年女性江红玉幽微复
杂的心理，您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杨知寒：相比于自己说话，我喜
欢听人说话，喜欢大家都不说话时
各做各的事情，可以观察到语言外
的其他表达。有时是身体表达，有
时是情绪传递，会觉得那些时候更

接近真实。不是所有人都擅长表达、
信任表达，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可
能是通过种种不为人注意的细节。
细节能够帮助小说鲜活起来，帮助
我们了解一个与自身联系微弱的
人。所需要的是一些耐心和专注。

羊城晚报：《黄桃罐头》是您一
气呵成写出来的，小说集《独钓》的
其他中短篇也是这样吗？

杨知寒：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
多。写作前是困难的，要有准备，如果
准备不周全，那一天的写作就大概率
无效。这种时候我会选择放弃，找点
儿别的事情来做。我不擅长大修改，
但会在每次写作前通读一遍之前写
好的内容，用朗读的方式调整节奏，
检验病句错字。这样也能让自己再
回到小说里面，好比登台前的彩排。

羊城晚报：您如何将自身的生
活经验转化为虚构故事的养分？这
种笔力更多靠的是天赋还是练习？

杨知寒：我的生活经验贫瘠，
没精彩的故事，但别人有，我愿意
听，愿意多想一想。这种听来的经
历也能化成自身成长的经验。

后天的练习是很重要的，天赋好
比是蜡烛上的捻儿，有它可以点火，
但没有一根粗实的蜡烛供它燃烧，光

芒也是瞬间的浪漫，照明会很短促。
“练习”一词包含了刻意，需要不断发
现对自己来说难爬的山坡。发现它
们已经让人沮丧，攀爬更费力气，要
做事情，免不了如此。幸运的是，时
至今日，写作于我仍然带有乐趣的一
面，这种乐趣往往被痛苦裹挟，很难
把它们单独拆分，能接受就全部接
受，不能说要了这个、不要那个。

羊城晚报：您以前说“每写完

一篇，都像经历一次从内而外的洗
涤，人清澈了些”，还说过写作是一
种心灵疗愈的过程，为什么？

杨知寒：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
己，清楚自身有多少问题、遗憾和
错误，而又没办法真的改变自己的
行为，尽管说来似乎容易。在现实
中我仍是一个懦弱的人，唯有通过
写作不断认识一些事情，加深观
念，劝慰自己，期许下次做得更好。

羊城晚报：从网络文学
到严肃文学的写作，感受有
何不同？

杨知寒：我觉得出色的
网络小说会是出色的类型小
说，会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更谈
不上天堑。转型是出于对
自己的了解，我更专注的是
人的部分，对故事的把控能
力远达不到写作网络小说
的要求；还有自律，和一些
网络作家闲聊，发现他们在
工作上的自律对我来说很难
践行，我更适合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年
轻作家，如今对您来说写作
的最大痛点是什么？

杨知寒：痛 点 来 自 情
绪。写作上的困顿，基本来
自这个。我每天在和自己层

出不穷的情绪作战，渐渐习
惯 ，但仍 谈不上舒服 。 解
决办法是专注于生活 ，专
注于自己的当下。吃饭的
时候就想吃饭的事 ，睡觉
的 时 候 就 全 身 心 投 入 睡
眠 ，即便 它们就像刹 车一
样，在停稳之前，始终需要
一段制动距离。

羊城晚报：您好像很钟
情于写短篇，之后考虑长篇
写作或者其他文类吗？

杨知寒：考虑尝试过，
还是不太行。短篇不能说
行，只是更符合我的个性，
我很难长久陷入一种固定
情绪，经常起来活动，比较
缺乏定力。我觉得短篇比
较“伤人”，不如长篇柔和，
给情绪一个循序递进。短
篇快进快出，一天能看三个
短篇，需要转化三种情绪。

羊城晚报：外界把您列
入“ 东 北 文 艺 复 兴 ”的 队 列
里，小说集《一团坚冰》被称
为“ 小 说 版《漠 河 舞 厅》”，
您 现 在 对 这 种 标 签 是 什么
态度？

杨知寒：谈不上接受和
不接受，喜欢和不喜欢，因为
这件事情本身和你的关系并
不大。这是大家认识你的一
种方式，打比方，和星座差不
多，但不能完全一致。保持
一定距离吧，因为写作这件
事的模式是单独的。

羊城晚报：定居杭州之
后，这座城市给您带来了哪
些方面的影响和改变？

杨知寒：没有什么大的
改变，从小我在东北的性格
就算“各色”，内向，不爱说
话，饮食上口味偏淡。到了
杭州，一切还如此。杭州是
一座包容的城市，可以感受
到许多善意和照顾，我到此
生活已十一年整；在东北度
过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十八个
年头，越来越清晰，令我经常
怀念它的美好。我的父母都
还在东北，我每年回去两趟，
住一阵子 ，这 是精神的 休
假。东北带给我的松弛感，
回去了被叫一声“孩儿”，就
像内心充电，无论写作还是
生活，都有了更大的力气。

“东北给我带来松弛感”

写作的乐趣往往被痛苦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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