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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过去，鲁迅依然活在人们心中
据新华社“鲁迅先生之墓”六个

大字通过镏金工艺再次刷新；墓碑前
的两棵广玉兰树参天入云、郁郁葱
葱；丹桂飘香时节，不时有游人到鲁
迅铜像前献花、瞻仰。

1936 年 10 月 19 日，一代文学巨
匠、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上
海大陆新村寓所、他所称的“且介亭”
内与世长辞。今天上海市虹口区鲁
迅公园内的鲁迅墓，距离“且介亭”约
数百米之遥。

80 年过去，鲁迅先生依然“活
着”。他的生命深植于这座城市、这
个国家和人民的记忆里。

毗邻鲁迅墓的上海鲁迅纪念馆
近日正在举行以“灯火”为主题的“鲁
迅与文艺展”，吸引中外游客到此参
观，人群中也包括来自上海戏剧学院
的师生。今年学院创排了一出新话
剧《鲁迅：1936年秋》，学生们要在纪
念馆内演出。

打开互联网，鲁迅话题的“粉丝”
数以千万计。“爱慕亦哀思”写道：我
在心里“复活”他，一个更纯粹、更有
温度的老者。网友“始于一九九七”
认为，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永传的，有
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近两年兴起的网络问答平台“知
乎”上，有关“鲁迅为什么担得起‘民
族魂’称号”的讨论，获得了 3300 多
个赞；另一个话题“鲁迅给你留下印
象最深的是哪句话，或者哪段文字”

也引起热议。有网友留言：“小时候
不喜欢背课文，但现在每次想起那
些与鲁迅先生相关的文字，总会心
头一热。”

日前在沪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
135 周年、逝世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心伶提
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如果连“读点
鲁迅”都做不到，那就值得反思了。

在距离上海 800 多公里外的济
南，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崔云伟也一
直惦记着“上海的鲁迅”。他从博士
论文做起，已经花了 10 年研究鲁迅
与西方油画艺术，试图向读者介绍在
木刻艺术之外，鲁迅与其他细分艺术
门类的紧密关系。

今年夏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
作家手稿选》，一批鲜为人知的手稿
和史料原件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
比如，鲁迅去世后，曹聚仁撰写《鲁迅
年谱》手稿、茅盾所作《学习鲁迅先
生》手稿，以及上世纪80年代萧军为
杭州鲁迅铜像所作揭幕诗等。通过
文人学者的眼光和笔触，让鲁迅的形
象变得更丰富、完整。

这部手稿选还显示，80 年前的
10月，已病重缠身的鲁迅，在上海寓
所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完稿后不久，又提笔开始草拟《因太
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不幸的
是，后一篇未及完成，鲁迅先生辞世，

文章亦成绝唱。
“1936 年 6 月祖父去世，后来鲁

迅先生在悲痛中拖着病体写下追忆
文章，没想到不多时日先生也驾鹤西
去。”章太炎先生之孙、74岁的章念驰
告诉记者：“祖父与鲁迅的师生情谊，
可以从大量存世文稿中感同身受，一
方面鲁迅受到章太炎先生思想的影
响很深，早期作品风格相近，另一方
面两人在革命情怀和世界观上也曾
相互影响。令人悲痛的是，两人于同
一年先后去世，留下永久遗憾。”

80年过去，有关鲁迅的学术研究
从未止步，因为鲁迅本身就堪称一座

“文化宝库”。由鲁迅后代发起成立
的鲁迅文化基金会建立了大数据库，
大量新搜集的资料显示，鲁迅热爱科
幻，他的文学创作起初是从在日本期
间翻译科幻著作开始的，比如凡尔纳
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

据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鲁迅还
影响了 1936 年前往陕北探访“红色
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夫妇，鲁迅与他
们建立友谊，还曾就中国现代文学的
话题与斯诺长谈。鲁迅没有参加长
征，但学术界认为，他身在上海，已经
完成了一场“精神的长征”。

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认为，鲁迅是以

“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理性地反抗
外部世界对人的侵蚀，从而实现人的
自觉，使人成为“真的人”。■许晓青

据新华社 过去，人们所了解的
3D 打印材料多为塑料、金属等材
质。然而，在 2016 中国景德镇陶瓷
博览会上，一家公司的科技创新已经
让 3D 打印陶瓷成为现实。这意味
着，即使是从未学习过陶艺的普通大
众，也能由此把自己想象的陶瓷造型
变成陶瓷作品。

据悉，这是陶瓷 3D 打印技术首
次亮相景德镇瓷博会。10 月 19 日，
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的陶瓷3D
打印体验中心，记者见证了一件陶瓷
作品以打印方式诞生的全过程。从

3D打印到烧制完成仅花费3个多小
时，比传统手工制瓷法所耗的时间大
大减少。

这套陶瓷 3D 打印设备是由源
创高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
工程师曾树告诉记者，他们历经 15
年的技术沉淀和积累，克服了多项
技术难题，其中一项是专属泥料的
研发。

“3D 打印的过程很像传统陶瓷
制作中的‘盘筑’法，但传统配方的瓷
泥无法运用到3D打印设备中来。为
此，我们重新调配泥料的比例和成

份，如今3D打印成功率约为70%，远
高于传统陶瓷制法。”曾树说。

“科技的进步降低了人们特别是
青少年参与陶瓷制作的门槛，未来可
能有更多人因此喜欢上陶瓷艺术创
作。”陶瓷烧造专家、景德镇九段烧瓷
厂负责人段镇民认为，传统陶艺进校
园也有望因此在更大范围推广。

记者了解到，国内已有学校引进
了这套陶瓷3D打印设备，并运用到
陶艺教学当中，在培养学生想象能力
以及传承陶瓷文化等方面取得积极
效果。 ■袁慧晶 吴锺昊

陶瓷也能3D打印？

普通大众也能成“陶艺家”

据新华社 95岁的海派泰斗陈佩
秋与上海龙华古寺的住持照诚，10
月 19 日至 30 日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山高水长”书画联展。108 幅书画
展现了“艺术中的禅境”与“修禅中
的艺术”彼此融合、相生与共的中国
传统美学追求。

陈佩秋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
校，受业于黄宾虹、潘天寿、郑午昌
等大家，上世纪 50 年代成为上海画
院最年轻的画师，以《天目山杜鹃》
摘得全国美展大奖，从而确立画坛
地位。她以山水起步，后攻花鸟，画
风秀润飘逸，格调委婉含蓄。年逾
花甲，她不囿“花鸟山水画大家”之
誉，探索以西式印象派的用色技法
用于中国画，层层叠加墨彩，令画面
层次更为丰富通透，开创了陈氏青
绿山水的新风。

作为陈佩秋的忠实追随者，照诚
精于诗书禅画，其独具辨识度的左笔
书法具有拙趣朴然的风格，被业内评
价为字的禅意远在构架、运笔之上。

据主办方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
海中国画院介绍，本次展出的《绿原

可居》《叠嶂积翠》《霞色春风》《云山
万里》等大幅画均作为二人合作作
品，传递出二人潜心中国传统文化

“禅”与“艺”融合相生的共同追求。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

展品以山水为主，层峦叠嶂，山川悠
远，彩墨并重，青绿单纯，体现出陈
佩秋将宋元传统的大山大水体格与
现代笔墨形式相结合的开拓创新，
既传达出宏阔的山水意境，又充满
水色天光的交响，更展现出她人到
晚年的通达情怀。

“中国古来认为书画皆为心印，
陈佩秋和照诚的忘年合作，是理想
追求上的心灵默契。照诚的左笔书
法可见脱俗心迹，佩老的山水显现
明澈气息，两人的合作合展让人感
受到超越的境界。”范迪安说。

美术评论人陈启伟说，古人提
出国画应遵从“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的原则，这次联展的作品正是从

“造化”而来，由“心源”而出，将“禅
心”再现为“心画”，让观者心神平
静，杂念止息，在“山高水长”中体味
绵绵无尽的意境。 ■白瀛

海派泰斗陈佩秋书画联展亮相国博

展现“禅”“艺”融合相生

据新华社 记者 10 月 18 日从国
家文物局官网获悉，该局近日发布

《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扩大文物
资源社会开放度等举措，要求由文
物部门管理使用的各级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应尽可能向公众开放，未对
公众开放的要明确开放时限。

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文物事业
快速发展，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
物合理适度利用日渐成为社会共识；
同时，文物利用仍存在文物资源开放
程度不高、利用手段不多、社会参与不
够以及过度利用、不当利用等问题。

如何多措并举，切实让文物活起
来？意见提出六项具体措施：扩大文
物资源社会开放度、促进馆际交流提
高藏品利用率、加强革命文物展示利
用、创新利用方式、落实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政策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针对“扩大文物资源社会
开放度”一项，意见明确，认真组织
对辖区内文物开放利用情况进行一
次全面调查，准确掌握各级各类文

物的开放利用情况。由文物部门管
理使用的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应
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已对公众开放
的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提升服务，未
对公众开放的要明确开放时限；由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等使用的国
有文物保护单位，应创造条件实现
局部或定时开放；非国有文物保护
单位向公众开放、提供展览展示服
务的，文物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帮
助。建立健全文物信息平台，畅通
文物信息渠道。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藏品信息和展览
信息，完善管理与服务，满足公众的
教育、研究、欣赏需要。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准确把握
文物利用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二是坚持依法
合规；三是坚持合理适度。

意见强调，文物利用必须以确
保文物安全为前提，不得破坏文物、
损害文物、影响文物环境风貌。文
物利用必须控制在文物资源可承载
的范围内，避免过度开发。 ■姜潇

据新华社 素有“音乐沙皇”之称
的俄罗斯指挥大师捷杰耶夫，10 月
18 日晚率领俄罗斯首席艺术院团
——马林斯基剧院，为正在举办的
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奉献了
长达四个小时的歌剧《黑桃皇后》。
23 时许，当歌剧的最后一个音符在
上海大剧院的空气中逐渐静默，观
众对俄罗斯顶级舞台艺术报以震耳
欲聋的掌声、喝彩。

随着《黑桃皇后》在中国首演，为
期一个星期的“辉煌俄罗斯”马林斯
基艺术节揭幕。第18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正式进入了“俄罗斯时间”。

“昨晚我又一次漫步上海外滩，
看到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高楼林立，依
然深深为中国和上海的发展感到折
服。从18年前第一次到上海至今，每
次我来演出，都觉得这座城市很了不
起，感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
就。”在新闻发布会上，与中方一起促
成此次中俄文化交流盛事的捷杰耶

夫表示，作为艺术家，他希望将最纯
正的俄罗斯音乐文化带来中国。

据介绍，经过逾1年的多方谈判
与筹备，作为马林斯基剧院院长和
艺术总监的捷杰耶夫此次率领俄罗
斯马林斯基剧院歌剧团、交响乐团、
合唱团、芭蕾舞团等近 400 名演员，
带着10多个庞大集装箱的演出道具
飞抵上海，将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带来5台、7场重量级演出。

此次来到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的
歌剧《黑桃皇后》是马林斯基剧院去
年制作的最新版本。俄罗斯荣誉艺
术家、《黑桃皇后》导演阿历克谢对
记者说，重温艺术经典，可以加深中
俄彼此的了解与友谊。

据悉，第 18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之马林斯基艺术节将从10月18
日延续至 25 日，还将陆续上演捷杰
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音乐会、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芭蕾舞剧《罗
密欧与朱丽叶》。 ■孙丽萍

上海国际艺术节进入“俄罗斯时间”
“音乐沙皇”捷杰耶夫执棒歌剧

国家文物局发文促进文物“合理利用”：

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10月19日，“2016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暨安吉2016航空嘉年华活动”在浙江省安吉县拉开帷幕。本次无人
飞行器大奖赛为期5天，以“创新+科普”为主题，目的是促进科技创新、普及航空知识、培育航空创新文化、提高国民航
空意识。比赛由固定翼类竞技赛、旋翼类竞技赛、航模及无人机展示等多项内容构成，有约80支国内外队伍参赛。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