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悉，此次故宫养心殿大修将历时五年，
原状陈列的文物怎么办？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此次养心殿

大修，故宫不打算让它们入库休息，而是计划
都“搬”到首都博物馆，打造一个复原展，让这
座精美的大殿不“关门”。
“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不仅仅是个维

修工程，还将为古建修复人才培养开辟绿色通
道。“老工人退休了，没有副高以上职称不符
合返聘条件；外地年轻人即使学了这门技艺，
却因为无法解决户口问题而再次流失。”单霁
翔坦言，如今故宫古建修复的人才越来越匮

乏，“一个月前还在地里收麦子，这会儿就来了
金銮殿。”他开玩笑说。

因此，借助此项目，故宫院方还将开辟文
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建立工匠招募、考核与
培训机制，建立官式古建筑修复材料供应基
地，制定材料性能标准，为挽救濒临消亡的古
建筑营造工艺、装修工艺以及文物修复工艺作
出贡献。同时，此次维修过程中还将计划恢复
古建筑“八大作”，即瓦、木、土、石、搭材、油漆、
彩画、裱糊的匠师培养机制，为将来文物建筑
遗产的保护储备新生力量。

驻京记者 鲁明（本报北京今日电）

首都博物馆打造“复原展”
古建修复时培养“新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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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冬日的阳光透过橱窗洒
落进来，清代帝王使用时间
最长的勤政燕寝之所———养
心殿，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
子”：雍正御笔的“中正仁和”
匾（见左图）、乾隆赏宝的“三
希堂”、慈禧垂帘听政的东暖
阁……“除了地毯、铺盖等是
复制的，其余摆设都是原状
陈列的真品，共计有 !"#$件
之多。”昨天下午，站在正殿
前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庄重宣布：养心殿研究性保
护项目正式启动，记者也由
此获准首次进入已封闭的宫
殿内部一探究竟。

养心殿坐落于紫禁城后
部乾清宫西侧，始建于明嘉
靖十六年（!%&' 年），是清朝
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地。然而
作为紫禁城古建筑群中的经
典，养心殿区域的建筑现况
却有点名不副实：殿外廊子
上彩绘早已看不出模样，有
些房檐已经耷拉下来，部分
墙体出现纵向裂缝，室内顶
棚裱糊大面积撕裂下垂……

可就是这样一座殿，每
天吸引了三分之一的故宫
观众，大家隔着玻璃，伸着

脖子往殿内张望，希望能窥探皇帝最私密的空间。
然而，这里最大瞬时承载观众量为 %(!人，但在参
观高峰期，养心殿中滞留人数经常超过 "$$ 人，使
参观安全难以保证，改变迫在眉睫。“养心殿是故
宫最精美、工艺难度最高的建筑，我们因为有了修
复寿康宫、慈宁宫的经验，这才敢启动养心殿的修
缮。”单霁翔介绍说。

驻京记者 鲁明（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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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 ! ! !本报讯（驻京记者 鲁明）故宫博物院昨天还宣布，即将于 !)

月 ))日至明年 !月 !'日开馆试运行的故宫端门数字馆目前预约
窗口已经打开，面向普通观众预约免费参观。

端门数字馆的首个展览以“故宫是座博物馆”为主题，分三部分
展示：讲述“从紫禁城到博物院”的数字沙盘展示区；“紫禁集萃·故宫
藏珍”数字文物互动区；“紫禁城·天子的宫殿”虚拟现实剧场。

数字展项包括数字书法《兰亭序》、数字绘画《写生珍禽图》和
数字多宝阁等。在《兰亭序》展区，观众可点击屏幕中的“流觞”，用
电子笔临摹王羲之书法，并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而数字多宝
阁则以 #列 )排共 !"块高清屏幕组成，精选近百件故宫典藏器物
的高精度三维模型，构建一个虚拟的“多宝阁”。其中约 %$件文物
可以伸手触摸、缩放，观看细节。

故宫端门数字馆
预约窗口已打开

! ! ! ! !重生之名流
巨星"开放探班

!花千骨"

班底改拍
偶像网络剧
! ! ! !今年是网络自制剧的爆发
年，《暗黑者》《盗墓笔记》等现
象级网剧层出不穷。日前，由
《花千骨》制作人唐丽君打造的
网剧《重生之名流巨星》也在上
海开放探班，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唐丽君表示，今年是网台联
动爆发的一年，现象级精品网
剧的诞生也可以预期。
《花千骨》这样的 *+ 剧获

得成功之后，唐丽君并没有延
续古装路线，反而选择了偶像
题材。在她看来，女性化、年轻
化将是未来网台联动的重要特
质，一些有质地的偶像剧也因
此有了发挥空间。“不仅是在网
络上，偶像剧对海外发行也是
有刺激的。所以我觉得古装剧
跟时尚剧的未来市场更大一
些。”她同时也提醒，这类作品
在实际拍摄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细节，以免“变雷”。“包括《重
生》在内，我注意到明年会有很
多以明星圈为背景的电视剧。
如果这类电视剧做不出精品的
感觉，就很有可能变成雷剧。”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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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应让百姓感受真善美
文化方方面面可评可议 文化报道应带有评论思维

! ! ! !评论当然是提升文艺作品质量的一剂良
药，也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同时，文
艺评论并不仅仅局限于面向专业圈，更应该
关注老百姓。昨天，本报举行了文艺评论座谈
会，沪上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达成共识：文
艺评论，也要帮助百姓找到通向真善美的正
途。传播方式还可以采取报纸、杂志以及新媒
体联动。

拓宽艺评视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局局长胡劲

军建议，文艺评论应该面向文艺工作的方方
面面，并不局限于单个艺术作品，还可以覆盖
到当下六大领域的动向———文学、影视、舞
台、美术、公共文化、互联网等。与市民密切相
关的还涉及重大文化活动，包括晚会、展会、

节庆等，也是可议、可评的对象。胡劲军还建
议，在进行文化报道，应该带有评论思维，帮
助读者和百姓了解常识、认清真相。

市民大众，是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主体，
也可以在艺评方面发声。上海独有的或领先
的国际艺术节、上海电影节、爵士音乐节、世
界音乐季等，也希望听到百姓的声音。中国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认为，因为新民晚报
“文化时评”版既关注专家意见又留心观众观
感，因此“有两出被低估的剧目，没有被晚报
低估。一出是当代昆剧《春江花月夜》，一出是
沪剧《邓世昌》。”

各方媒体联手
罗怀臻还认为，文艺评论要加强及时性，

“首先是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其次是及时发现

新的文艺现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杨
子建议，艺评也要放眼全国议题。上戏戏文系
副教授郭晨子则结合本报定位，探讨是否短、
广、软的散文化语言更适合？

及时更新、多地联动、新文风尝试等，都
意味着文艺评论需要多样化呈现。市艺术研
究所所长周兵分析道，这就需要报纸、杂志和
新媒体等各种载体联手。艺研所旗下杂志《上
海文艺家》明年将改版为《上海评论》，希望与
本报携手共创适合各类型、各年龄读者阅读
的艺评。与此同时，开设微信公众号推广艺
评，也不失为良策。围绕同一议题，可以在不
同载体上传递同一种真善美。

青年评论家发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肯

定了本报文艺评论“新风气扑面而来”的同
时，也点出了当下艺评需要青年评论家发力。
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认为，写艺评，
要个性化，“形成一批具有个人魅力的青年评
论家的队伍，带有专业审美，要有妙句，才能
帮助百姓认识真善美。”《上海采风》主编刘巽
达也赞同：“要发挥青年评论家的能力，并以
机制来保证。”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张鸣在
海外观剧时，感慨于中场休息时，有不少人抱
着电脑在写自媒体，“要从高校、外企等发掘
青年文化精英……”

罗怀臻发出感叹：艺术评论作家，在一定
历史时期会影响一座城市、一代人的审美，
“青年评论家往往生气勃勃，时代精神大多数
是由他们来传导。”

首席记者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