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使”的台前幕后

9月11日，演员们在表演话剧《逆行》。
当日，抗疫题材话剧《逆行》在武汉中南剧场上演。来自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的演员们穿上防护服，换上白大褂，深情演绎出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感人
故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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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万余张援鄂医务
工作者肖像照片的背后 《中国音乐大典》

推出文论编构建
“中国乐派”理论基石

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追索
回国后在湖北展出

“这场‘战役’，摄影不仅以其直击现实
的独特力量参与其中，更以其强烈深刻的生
命体验，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近日，在中国文联召开的“摄影小分
队抗疫事迹报告会”上，小分队成员、中国
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深情回忆起疫情期间
赴湖北为援鄂医务工作者拍摄肖像的难忘
经历。今年2月2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
短时间内组建小分队奔赴抗疫前线。经过
66天连续奋战，他们圆满完成为4.2万余名
援鄂医务工作者拍摄肖像的任务。

每一个面孔，都折射医者仁心；每一
个眼神，都闪耀人性光辉。4.2万余张或微
笑、或疲惫、或双眼含泪的肖像照片，曾出
现在展览、出版物以及户外屏幕上，带给
观众和读者巨大的震撼。

“大家都强烈感到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急迫的历史担当，此时此刻不去高效记
录、不去详尽书写、不去深情讴歌，就是最
大的失职。”李舸说。拍摄团队既不能影
响病区的正常救治和护理，也不能影响医
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只能利用医疗队员
交班、进入缓冲区休息的短暂片刻，拍摄
时间通常只有他们摘下口罩的几秒钟。

66个昼夜，始终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量，催促小分队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发现，
不停地定格那些或刚毅从容、或痛苦煎
熬，却一直顽强抗争的生命。

通过和医务工作者的短暂交流，小分
队成员、《中国摄影报》社副总编辑柴选发
现，比起家人，镜头前的医务人员更牵挂
的还是正在病房内与病毒搏斗的患者
们。“和他们一起战斗，更能体会到战‘疫’
者的丰富情感和英雄气质。”柴选说。

为医疗队员拍摄之余，摄影师们也把
镜头对准了武汉本地的医务工作者和普
通人。“我们希望这些画面让以后的人们
直观地了解，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类是怎样
与病毒战斗的，这其中又展现出何种人性
光辉。”小分队成员、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
心网站编辑陈黎明说。

“为了确定拍摄时间和地点，我一天
最多打过 50多个电话，重复同样的内容，
到了晚上，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小分
队成员、影像中国网主编曹旭说，虽然很
劳累，但收获更多。“我可以骄傲地说，我
是唯一见过所有援鄂医疗队员口罩背后
样子的人。”

自发赶来为医疗队员送行的康复患
者躲在角落里泣不成声，为居民送物资的

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不顾寒冷冲在一线，
租车师傅不看证件不要钱就让小分队成
员把车开走去工作……回忆起这些场景，
小分队成员们的泪水夺眶而出。

通过小小的镜头，拍摄者的心与所有
入镜对象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是
一次触动心灵的精神洗礼。”李舸道出了
大家共同的心声。 据新华社

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构建中国音乐理
论体系，中国音乐学院与人民音乐出版社联
手打造大型音乐典籍类图书《中国音乐大
典》，日前已完成文论编编纂。

《中国音乐大典》包括“文、谱、图、音”四
编。其中，文论编编纂历时 4年，共计 550余
万字，6万余信息条目，按照中国传统音乐理
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音乐表演
等14大类进行编目。

10日在京举行的出版签约发布会上，中
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介绍，《中国音乐大
典》文论编主要收录与中国音乐研究相关的
著作、论文、文集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
库的“元数据”提取与建构，其目的在于为

“中国乐派”建设提供理论体系支撑与坚实
基础。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表示，

《中国音乐大典》文论编的出版将为海内外
中国音乐学术理论研究提供权威范本，带动
海内外中国音乐文献学、目录学、校刊学等
学科研究，并对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产生积
极影响。

人民音乐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沈致金
透露，《中国音乐大典》将以现代科技手段，全
方位展示中国音乐理论、表演、创作、人物等
各方面的成就，预计规模将达百卷千万字。

《中国音乐大典》文论编计划于 2021年首批
出版。 据新华社

这些牛，为啥牛？

12日，位于武汉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
馆迎来疫后恢复开放的第一个大型文物特
展——“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
去年从日本成功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
组器首次“回家”在湖北参展，丰富精美的出
土文物，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 700余
年的历史，让观众更好地领略荆楚文化的独
特魅力。

“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精选了
湖北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
出土青铜器，共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
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共计 62件组
文物集中呈现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
铜文化面貌。

记者了解到，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的支持下，此次展览借展了 2019年中国政
府从日本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群。
这是中国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
易、通过跨国追索回归祖国的价值最高的一
批文物。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绍说，曾伯克
父青铜组器共计 8 件，器上均有器主名及

“甗”“盨”“霝”等器物的自名，十分珍贵。组
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等特征契合西周晚期
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的时代风格，据推测可能
出自湖北随枣走廊一带的曾国墓葬。“这组
文物组合完整、制作精美、铭文丰富，既填补
了湖北出土曾国文物的重要缺环，又彰显了
我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决心和能力。”方
勤说。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此次曾伯克
父青铜组器借展湖北省博物馆，是国家文物
局助力湖北疫后重振、支持湖北文物工作的
重要举措。本次展览遴选汇集了曾国遗址近
10年来出土的精美文物，能够完整地反映曾
国历史文化，为广大观众和游客呈现高水平
的文化大餐。同时，也使海内外观众更加广
泛地关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为以后更多的
成功追索凝聚社会共识和有生力量。

据新华社

它是“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石渠宝
笈特展”“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等诸多重磅展
览中毫无争议的“C位”展品，不仅如此，
它还是精美艺术图册中必不可缺的上
宾、文创品牌产品中广受欢迎的明星、家
喻户晓的网红日历里的“熟脸”……总
之，《五牛图》红“出圈”。

《五牛图》为什么这么牛？因为这件
国宝有“五牛”。

一是出身牛。《五牛图》为公元8世纪
中唐时期韩滉所画的佳作。韩滉可不简
单，出身宦门，父子公卿，书画俱佳。他历
任财政要职，其后出镇江淮地方，因治绩
优秀官至宰相。他任官勤勤恳恳，为安史
之乱后的唐帝国中央政府压制藩镇势力、
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做出巨大贡献。

二是内容牛。这五头牛并列成排、情
态各异，或仰首长鸣，或惬意蹭着荆棘，或
俏皮吐着舌头回眸，或正面昂首而立。最
左边的牛，造型独特，气质稳健，仔细辨看
下，会发现它的眼神似乎隐隐然有不平之
意。有人说，这头牛正是画家本人向往去

官解甲、复归山林的心情投射。
三是画技牛。元代文艺大家赵孟頫

夸赞该图“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五头
姿态各异、表情丰富的牛均由纯熟流畅
的笔法精细勾勒而出，墨色层次分明，真
实细腻地表现出牛皮的毛色和质感，造
型生动传神，堪称神乎其技却毫无炫技
之感，很好地传达出中国传统农本思想
中对牛这一角色的认识与思辨。

四是藏家牛。珍宝必遇识宝人。喜
爱并收藏《五牛图》的也都是赫赫有名的
人物：北宋徽宗将此宝收藏内府，视若珍
宝；靖康之变珍宝劫后余生，南渡为宋高
宗所得，高宗在画上钤其“睿思东阁”“绍
兴”印章，以显珍视；此后，元代知名书画
家赵孟頫、元太子、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
等著名文化大师都收藏过此画；到了清
朝，乾隆帝更是将其收藏在紫禁城和中
南海春耦斋，不时观赏、爱不释手。

五是经历牛。奇宝必经奇遇。清末
国势陵夷，天下板荡。那个庚子年，八国
联军侵华，生灵涂炭、人民倒悬，《五牛
图》不知去向……

直到20世纪50年代，香港企业家吴
蘅孙因资金困难欲售宝筹款，《五牛图》
才得以在香港重见天日。新中国政府果
断派出团队赶赴香港，鉴定为真品后不
惜以重金购回，并将其送回故宫。

失而复得虽然可喜，但当时这幅稀
世之宝却损坏严重，不但画体布满尘垢，
而且“千疮百孔”。

1977 年 1 月，故宫博物院修复专家
孙承枝抱定修复国宝的决心，对残破
不堪的《五牛图》实施修复。他先从年
代久远的故宫库存中翻找出一种质地
和颜色与原画相仿的画纸，再运用精
湛的技术，把画面数以百计的小孔洞
一一补好，并补全颜色。

历时8个月，艰辛的修复终于胜利完
工，《五牛图》神采如旧。至此，国宝“失而
复得、损而复全”的传奇留下一段佳话。

如今的五牛，或“现身”于千家万户
乐品人间烟火，或“傲立”于堂皇展厅意
气风发，凡此种种，都反复证明着一条颠
扑不破的真理：祖国牛，牛更牛。

据新华社

——《五牛图》传奇

600个春秋，又一个庚子，紫禁城岿然屹立。这座城，曾拥有她的帝王早已纷纷没入时光、灰飞烟灭；喜爱她的人民
却每天来来往往、人山人海。人们真的爱她。爱她久历时光激荡美轮美奂，爱她坚忍百年坎坷纳宝藏珍，更爱她的一砖
一瓦中所独具的魅力——华夏文明延绵不绝的生机、中华民族超脱浮沉的豁达，还有一群故宫“匠人”们痴迷不悔的信
仰。我们将选取6件故宫国宝，讲述其经历的传奇故事，以此致敬那些曾为这座城奔走、奋斗、奉献的人们。

}{
故宫国宝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