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次 展 出 的 这 件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墓道北壁 ” 中最引人注

目的画迹 ， 是一座规模

宏大的木结构建筑 。 只

见 ， 两个各开启一扇的

门里 ， 分别露出顾盼相

视的两个女子 ， 其中一

人手持团扇 。 两边廊子

里的侍女， 均臂横一物。
有研究认为 ， 此物是对

折起来的一方茵褥 。 坐

以方褥 ， 是南北朝时期

上流社会的风尚。
图为 “忻 州 九 原 岗

北 朝 壁 画 墓 墓 道 北 壁 ”
壁画 （局部）。

(资料图片)

《介入》孔眼内侧形成了奇妙的建筑感，而书中建筑师与设计家之间的对话，借
助书籍的两个穿孔洞眼，以跨桥方式链接双孔进行区隔。 （组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本报记者 李婷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杨 燕 9

马头琴声中，走进“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 报 讯
（记者徐璐明）
今年是内蒙古

自 治 区 成 立

70 周 年 。 昨

晚， 专场文艺

演出 《美丽的

草 原 我 的 家 》
首场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与观众见面，
今晚将再演一场。 演出向中外观众展

示内蒙古人民 的 草 原 情 怀 、 生 命 活

力， 以及内蒙古淳厚、 多彩、 丰富的

艺术魅力。
昨晚的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演

出饱含着对辽阔草原的深情与自豪。
节目编排既有被列为世界级、 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调、 呼麦、 马头

琴等的经典曲目， 也有展现鄂伦春、
鄂温克、 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灵动的歌

舞艺术， 以及能够唤醒人们记忆光影

的经典歌曲， 是一场集民族性、 艺术

性、 创新性于一体的文艺盛宴。
文艺演出分为 “天籁草原” “吉

祥 草 原 ” “祝 福 草 原 ” 三 个 篇 章 。
“天籁草原” 篇章中的经典歌曲联唱

和舞蹈， 呈现的是草原的记忆， 以及

对悠远草原、 山林生活的探寻。 “天
籁” 是人们对草原原生态长调、 呼麦

的赞誉。 说起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声乐

形式，不得不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长调，这种特殊的演唱形

式已经在内蒙 古 大 草 原 上 存 在 了 几

个世纪。 此次演出中，奈热组合演唱

的 《将 嘎 》 将 长 调 融 入 其 中 ， 悠扬

舒缓的旋律使观众联 想 起 蓝 天 、 白

云 、 蒙古包 、 畜 群 ， 还 有 那 茫 茫 无

际的大草原。
琴弦两 根 ， 琴 身 梯 形 ， 琴 头 刻

成马头状 ， 声 音 圆 润 低 回 ， 拉 弦 乐

器 马 头 琴几乎是蒙古 族 人 不 离 身 的

乐器。 在 “吉祥草原” 篇章中， 马头

琴演奏家齐·宝力高献上了一曲 《成

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作为内蒙古马头

琴学派代表， 齐·宝力高创作了百余部

马 头 琴 曲 。 演出前 ， 他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 说起陪伴自己大半辈子 的 马 头

琴 ， 他 将 之 比 作 “有 脑 袋 的 乐 器 ” ，
“有了脑袋， 它就有了五脏； 有了五脏，
它就有了灵魂 。 马头 琴 是 能 和 天 地 说

话的乐器。”
近年来， 放歌草原的内蒙古人民，

带来越来越多的醇厚、 悠远、 率真的作

品 ， 赢得观众的青睐 。 本 次 文 艺 演 出

有多个观众熟悉的草原面孔 ， 曾 凭 借

内蒙古民歌 《鸿雁 》 走红的内 蒙 古 小

伙呼斯楞在 舞 台 上再次演唱了他的这

首代表作； 10 年前 ， 一首亲切可爱的

《吉祥三宝 》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
这一组合也在本次演出中表演歌舞 《敖
鲁古雅》。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昨天下午还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决定自明年起连续

三年， 每年 8 月在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
期间共同举办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内蒙

古自治区分会场” 活动。 内蒙古分会场设

立以后， 艺术节中心每年将提供国内外优

秀剧目、 展览等内容推荐目录， 从而满足

内蒙古自治区的多元文化需求 。 与此同

时，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将推荐并组织优

秀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和文化艺术类展

览， 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主会场

展演， 进一步密切沪蒙两地的文化交

流与互动。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董云虎，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

观看了昨晚的演出。

文化

生动的古代生活画卷———
12组89件壁画珍品即将亮相

“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进入布展阶段

说到壁画， 不少人想到的是敦煌

莫高窟，殊不知山西壁画同样精绝。11
月 29 日，“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

术展” 将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12
组 89 件北朝和宋金元时期的壁画珍

品陆续运抵沪上， 眼下正在积极布展

中。 记者昨天走进展厅先睹为快。

展现迄今发现最早最
完整的十二生肖图

走进上海博物馆一楼布展现场，
进门右手边的 “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

墓”的复原墓室已经初具雏形。该墓位

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水泉

梁村，于 2008 年 6 月进行了考古发掘

及壁画搬迁保护。山西博物院采用“复
原性保护”的新方式，完整地剥离了整

个墓室从穹顶到圆壁的壁画。 因为有

弧度，无法整块切割，壁画最终被分割

成数十块大小不等的壁画块， 用托板

运回博物院。
“将这些板块重新组装回原样是

难题。切成两块容易拼，切成这么多块

就太难了，一个地方弧度不对，就得不

停地修改。”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

李锐透露， 光重新拼装就花了整整一

年时间。因为要复原搭建展示，该展品

最先出箱布展。 经两馆专业人员反复

仔细的检验后完成点交， 复原的水泉

梁墓由30多块小壁画组成， 占地近80
平方米， 搭建预计将在一周后完成。
“届时观众宛如身临其境，通过甬道进

入，四壁壁画环绕。正对门口的北壁是

夫妇宴饮图，东壁的鞍马仪仗图、西壁的

牛车出行图以及南壁门洞左右两侧的鼓

吹图均复原展出。 墓顶壁画的四神图和

十二生肖图也将呈现。”上海博物馆展览

部金靖之介绍， 其中的十二时图是迄今

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十二生肖图。
据透露， 为了保护文物，“水泉梁北

齐壁画”的复原墓室将限流参观，细心的

观众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蓝色的线， 这是

之前盗墓的人划分壁画留下来的用于切

割的线。

壁画展示服饰、 饮食、建
筑，甚至体育项目

记者探访时，恰逢“忻州九原岗北朝

壁画墓北壁” 开箱，10 多名工作人员合

力将其从木盒中抬出。 这件长 3.2 米、高
3.5 米的壁画上周四凌晨运抵上海，为迎

候它顺利进入展馆， 上海博物馆首次拆

掉了南门。 这件壁画陈列在一个独立的

空间之中，从目前布展情况看，观众和这

件壁画间仅一块齐人高的玻璃之隔。
上海博物馆 副 馆 长 李 仲 谋 告 诉 记

者，中国古代壁画有三种形式：一是石窟

壁画，莫高窟是最典型的例子；二是寺观

壁画；还有一种是墓葬壁画。山西古代壁

画包括地面上的寺观壁画和地下的墓葬

壁画。它们不仅是精湛的艺术极品，也是

一幕幕最形象生动的古代生活与信仰画

卷， 从中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中流行的

生活方式、服饰、建筑、饮食、民俗，甚至

体育项目。
比如本次展出的这件 “忻州九原岗

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2014 年，考古队

员走进这座被盗的北朝墓地， 震惊地发

现，甬道两侧墙壁上遍布精美壁画，尽
头的上方更有一幅笔触细腻、 画风写

实的巨作。
壁画墓中最引人注目的画迹，是

一座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建筑。 在此之

前， 我国有详细图像记载的建筑最早

只能追溯到唐代， 这幅壁画详尽地展

示了北朝建筑样式， 可以说是突破性

的发现。
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壁画， 是本次

展览的另一大亮点， 它展示的是北朝

贵族文化的独特风貌。 娄叡是北齐贵

族，于东魏、北齐之世颇具影响。 娄叡

墓位于太原市南郊，1979至1981年被

发掘，出土各类文物870余件，其中200
余平方米的彩绘墓室壁画， 是我国北

朝考古的重大收获。 山西壁画多出自

不留名的民间工匠之手， 让人得以窥

见民间精湛高超绘画水平之外， 还反

映出这些壁画与许多著名画家和画派

之间的艺术渊源。 此次将展出北齐娄

叡墓四幅壁画，有三幅为马队出行图，
一幅是单独的迎宾图。有专家指出，这
些壁画画风近似当时的画圣杨子华，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据记载，北朝和宋金元时期，山西

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重要地

带。 宋代梅尧臣有诗句写山西太原一

带：“并州古来称近胡， 山雄气壮民足

储。 ”上海博物馆此次举办的“山西博

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是迄今为止

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古代壁画

特展， 展出的壁画珍品大部分为首次

公开展出。 这些壁画除展示了精湛高

超绘画技艺外， 也呈现了汉文化与北

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装帧设计提升实体书“悦读”指数
2017年度25种“中国最美的书”出炉

谈起书籍装帧艺术， 它的定义

早已不止于做个好看的封面， 或是

给文本添入插图。昨天，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主办的 2017 年度“中国最美

的书”评选揭晓，来自全国 22 家出

版社的 25 种图书获得这一称号，并
将代表中国角逐 2018 年度“世界最

美的书”，它们再度刷新了读者对于

书籍之美的认知。出版界、设计界人

士认为， 当我们亲密接触一本本设

计感十足的纸质书时， 只有它们的

质感、肌理与图书主题、架构默契融

合，才能予人有温度的“悦读”享受。
电子屏时代， 怎样的设计才能

让读者愿意捧起并翻开实体书籍？
知名书籍设计师、 评委之一吕敬人

认 为 ， 书 是 活 的 ， 有 其 呼 吸 和 生

命———文字的疏密度， 图文布局的

虚实度，纸质的柔挺度，纤维的透隔

度， 都传递出图书独有的信息与灵

魂。 一旦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感受

和乐趣，纸质图书具有独特的魅力。

创新契合的书籍设计
语言，吸引读者“全感官参与”

一本书，“白纸黑字”就够了吗？
其实，读书不光是看文字，有时还要

唤起视觉之外的触觉、 听觉等全感

官参与。这就要求书籍设计师以“整
体设计”的理念，全方位表达图书。

比如，《介入》一书在今年 25 种

“中国最美的书”中格外抢眼。 这本

解读建筑艺术与理念的图书， 本身

就如同一栋造型别致的 “建筑”，借
助书籍的两个穿孔洞眼， 以跨桥方

式链接双孔进行区隔。 书脊中穿线

装订，利用爬坡形成书口斜面，使得

孔眼内侧形成了奇妙的建筑感。 中

英日韩四种文本设计则采用流动的

编排，形成隔空交谈的格局。穿插与切割等

艺术元素的灵活运用， 巧妙吻合了书名的

“介入”主题，创意新颖。
有学者谈到， “中国最美的书”评选，

对于业界最大的启发 ， 在于建立起书之

“美”的标准：从视觉美，到触觉美，再到韵

律美，“美”是一个整体，包括用材设计与内

容的匹配统一。设计师靠一味抓取“流行元

素”是行不通的，而是要琢磨相应的封面、
环衬、扉页、正文体例、风格、节奏层次等。

《笺谱日历 2018》成为今年“中国最美

的书”里唯一的日历书。书中所夹小信封上

印有雅致图案， 与书页上的信笺图案遥相

呼应，护封里藏有一张木版水印的真信笺，
趣味性十足，突出了笺谱的特点。

营造生活美学的磁场 ，满
足阅读细分需求

在“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副主任祝君

波看来，随着阅读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元，
“最美的书”承载起越来越重的期待。 好的

创意有助于让设计成为读者了解作者及其

作品的窗口，也能营造出生活美学的磁场。
以 《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

年画特展作品集》为例，该书的封面设计以

锲形镂空象征着一把木刻刀， 与雕版印刷

的年画内容十分契合。 书中的彩图邻

页都留白处理，使主体更为突出；筒子

页以M形折制， 夹在中间的中英文字

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画作； 纸质薄软

细腻，方便摊开，增加了阅读舒适度。
不难发现， 当下图书设计理念发

生了很大变化， 书籍设计者需深度理

解、分析、解构文本，与作者、编辑、制

作人员共同探讨， 寻找最佳的叙述方

法和语言，传递书的内涵，提升阅读的

附加值。比如，《意思意思》一反传统的

书籍装帧，做成可手撕、类似日历的形

式，每篇内容都是即兴、随机的，看似

简单随意，却可以反复把玩。不少人耳

熟能详的作家汪曾祺作品， 还能呈现

出怎样耳目一新的设计？ 《梦故乡》采
用多种纸张组合， 以不同颜色区别散

文、小说、书信、图片等，便于读者阅读

检索；皱纹布面暗合时光流逝的意味，
上下天地切口毛边，隐现怀旧情调。

“设计，是一种语境，包含装帧、版
式、编辑、信息的设计。 设计师要了解

文本，才能将书中的信息阅读化、可视

化，有对比才能留住记忆。”吕敬人说，
有些阅读能通过电子载体完成， 但让

人感受到纸张本真的纸质书， 却是难

以替代的。

“青蘋频之末”，并非“青萍之末”
马云王菲合唱歌曲现文字差错

马云找来李连杰、吴京、甄子丹、
邹市明等功夫高手，拍了部短片《功守

道》，更与王菲合唱一曲主题歌《风清

扬》，火了一把。 但歌词字幕中出了个

语言文字方面的差错———把“青蘋频之
末” 误写为 “青萍之末”———《咬文嚼

字》杂志社在第一时间致电本报，指出

了这一不易被发现的差错。
《咬 文 嚼 字 》 表 示 ， “青 蘋频 之

末” 出自宋玉 《风赋》： “夫风生于

地 ， 起于青 蘋频 之末 。” 青 蘋频 ， 是 一
种生于浅水中的草本植物， 其茎横卧

在浅水的泥中， 叶柄伸出水面， 顶端

有四片小叶， 排列如 “田” 字形， 所

以又称田字草、 四叶菜。 只要水面有

风， 青蘋频就像测风仪一样轻轻摇动。
“青蘋频之末” 即青蘋频的叶尖； 宋玉用

“风生于地， 起于青蘋频之末” 描写风

的生成过程。 后世以 “青蘋频之末” 比喻事
物处于萌芽状态。

“萍” 读 pínɡ， 也是一种水生植物，
即浮萍。 萍浮生在水面上， 叶扁平， 呈椭

圆形或倒卵形， 表面绿色， 背面紫红色，
花白色 。 叶下虽然生须根 ， 但无固定作

用， 因此浮萍有在水面漂浮的特点。 汉语

中常用 “萍 ” 形容漂泊 、 行踪不定 。 如

“萍水相逢 ” 即萍随水漂泊 ， 聚散无定 ，
比喻人的偶然相遇； “萍踪” 即浮萍的踪

迹， 常比喻行踪飘泊无定； “萍寄” 即浮

萍寄迹水面， 喻暂寓， 行止无定。
“蘋频”和“萍”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萍的

叶子紧贴水面，如果水面有风，其叶子不会

摇动，不可能有“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说法。
语文生活中，“青萍之末”是个高频差错，犯
此错误的绝对不仅仅是《风清扬》这首歌。

有意思的是，围绕“青蘋频之末”的常见
错误，除了误为“青萍”之外，还有一种也十

分常见———经常有人错写成 “青苹之末”

———蘋频 、萍和苹，三个字傻傻分不清楚。
原因何在？

《咬文嚼字》 为记者剖析了其中原

委。 原来“蘋频”的繁体字是“蘋”，而繁体
字“蘋”是多音多义字：一读 pínɡ，指“蘋

果”；一读 pín，指“青蘋”。 《简化字总表》
颁布使用后，“蘋”简化成了“苹”。这样一

来，“蘋果”“青蘋”就成了“苹果”“青苹”。
因此，“青苹” 过去是不算错的。 然而，
2013 年 6 月国家正式发布《通用规范汉

字表》，此表成为新的用字标准，《简化字

总表》停止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对

“蘋”的简化做了重新处理，规定：在表示

“苹果” 这种水果时 “蘋” 仍然简化成

“苹”；在表示“青蘋频 ”这种水生植物时简

化成“蘋频”，不再简化成“苹”。 从此以后，
“青苹之末”就成了一个差错。

不过，无论按什么时候的标准判断，
马云功夫片《功守道》的主题曲《风清扬》
中的“青萍之末”都是一个差错。

马头琴独奏 《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舞蹈 《盅碗筷》。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