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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大量待修复文物深藏库房，但文物修复人才却普遍短缺

文物修复师缘何缺口难平

□记者 龚正龙 实习生 刘佳硕

“2019年7月12日，我，石家庄的
小熊，永远地⋯⋯”一束光亮，一个古
怪的身影，当这熟悉的台词再次在舞
台上响起时，舞台下不约而同地迸发
出欢笑声。如果没有记错，这已是主
角小熊第 N 次尝试穿越，每次这句荒
诞的台词响起，就意味着一次奇葩旅
行将启。

简单的布景，不超过 10 人的演
出，却引得观众席上爆笑连连，330
个座位的小剧场无一人中途离开，
算得上是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观演
体验。

当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19省会小剧场演出季启动仪式，在
省会石家庄精英剧场拉开帷幕。开幕
仪式上，该剧场引进并排演的都市爆
笑喜剧《活出你自己》，令人泪中含
笑，超越期待。

舞台演出，大剧院有大剧院的气
派，小剧场有小剧场的精彩。曾几何
时，小剧场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
注，一提起舞台演出，人们的目光更多
定格于大剧院，醉心于大制作、大手笔
带来的震撼和刺激，对近在身边的更
加灵活、迅速、多变的小剧场则缺乏足
够的认识。其实，小剧场以接地气、经
常化、小型化的演出形式，对人们的精
神生活有更广泛更细微更贴切的滋
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消费是多元的，演出市场
形成梯度才能满足多层次的需求。
小剧场与大剧院是互补互促的关系，

大剧院能够引领小剧场，小剧场也能
够烘托大剧院。”省文化和旅游厅艺
术处处长冯彦瑞说，所谓小剧场，业
内的大致界定是，座位不超过 500 人
的演出剧场。我国的小剧场演出出
现较晚，大体兴起于上世纪末和21世
纪初期，省会石家庄更晚。近年来，
省会小剧场立足于各自的特色，通过
差异化带来多样性，越来越呈现出特
色鲜明、贴近群众、灵活多变、形式新
颖、题材多样的优势，逐渐成为大剧
院 的 有 益 补 充 ，日 益 呈 现 出 蓬 勃
活力。

本次演出季，就囊括了省会 9 家
小剧场，有国有剧场，也有民营剧场，
分别是省京剧艺术研究院裴艳玲大
戏院、省歌舞剧院城市音乐厅、省河
北梆子剧院燕赵之声小剧场、省话剧
院儿童剧场、石家庄大剧院中剧场、
天缘剧场、精英剧场、小鲸鱼儿童剧
场、洪顺曲艺社等。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作为演艺市场的后起之秀，
省会这些小剧场正逐渐成为与大剧
院 演 出 并 行 的 不 可 忽 视 的 演 出 形
式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关 注 小 剧
场、走进小剧场，去获得一份精神
的放松和心灵的休憩，省会石家庄
的演艺生态、文化消费格局正在悄
悄地发生着改变。“小剧场演出，制
作成本相对较低，具有灵活性，且
对演出市场喜好的反应更灵敏，艺
术探索更贴地气。”精英集团精英娱
乐事业部总经理李杉认为，相对于
大剧院而言，日常的小剧场演出效

果更好、售票更理想、更能快速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目前，这些小剧
场共同组成了省会小剧场创作演出
的核心力量，不仅与大剧院形成演
出互补，也成为加强艺术生产和艺
术实践创新的重要基地。

随着演出市场不断地繁荣发展，
观众呼唤多元化的艺术享受渠道，期
盼着小剧场更上新台阶。政策层面，
政府购买服务、文化惠民卡等正在打
通瓶颈，涵盖面越来越广。笔者获悉，
本次演出季坚持低价惠民原则，在近
3 个月时间内共计安排演出 211 场，
平均每天有 2 至 3 场演出，涵盖了京
剧、河北梆子、话剧、儿童剧、相声等
不同舞台艺术形式，将在省会刮起

“小剧场旋风”。
与此同步，小剧场演出市场更需

良性发展。笔者了解到，为了服务演
出、规范行业自律，在开展此次小剧
场演出同时，举办单位还将积极搭建
省会小剧场演艺服务平台，推动组建
省会小剧场联盟，不断培育小剧场演
艺生态，努力打造省会的“小剧场现
象”。

“举办如此大规模、集中性、长时
间的省会小剧场演出季活动，在省会
还是第一次。”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
视员梁扉表示，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
支持下，期待省会的小剧场演出今后
能够借助市场的春风立足于良好的
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差异化、多样性
和灵活性的鲜活特点，成为不可或缺
的重要文化阵地，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7 月 12 日晚，省会首次启动小剧场演出季活动，211 场精彩

演出点燃省会夏季文化市场——

让小剧场成为大舞台

本报讯（记者赵海江）
为全面反映我省在政治、
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
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的重
大变化，充分发挥新媒体
反映新时代、展示新形象
的优势，省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省航拍学会联合举
办“ 美 丽 河 北 辉 煌 成
就”——航拍摄影大赛展
播活动。

本次大赛评选航拍视
频短片（含抖音）100 部，
设金牌奖 2 名、银牌奖 4
名、铜牌奖 6 名，颁发奖
杯、荣誉证书及奖金，优秀
佳作奖 88 名，颁发荣誉证
书和纪念品；评选航拍单
幅作品（含组照）、非航拍
摄 影 作 品（含 组 照）200
幅，设金牌奖 2 名、银牌奖
4 名、铜牌奖 6 名，颁发奖
杯、荣誉证书及奖金，优秀
佳作奖 188 名，颁发荣誉
证书和纪念品。

大赛征稿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6 日（以收到
作品时间为准），作品要
求时长 3 分钟之内，抖音
视频时长在 1 分钟之内，
分辨率 720P 及以上，格
式为 MP4，画质良好，声
音清晰，图像连贯，编辑
完整，航拍素材不低于总
时长的三分之二，片头片
尾可加题名、题材文字简
介和作品署名；航拍、摄
影作品拍摄时间为近三
年创作（不接收以往在河

北省航拍学会组织的赛事中获铜奖及以
上作品），作品彩色、黑白不限，图片长边
像 素 不 低 于 3000，分 辨 率 不 低 于
300dpi，JPG 格式，照片不得改变原貌，
组照限 4 至 6 幅，命名为标题+姓名+拍
摄地点+电话。收稿邮箱：河北省航拍学
会hbshpxh@163.com。

﹃
美丽河北

辉煌成就

﹄
航拍摄影大赛展播

活动启动

□记者 杨明静

7月10日20时，石家庄勒泰欧悦真冰场
内，两名女孩在教练的指导下正练习花样滑
冰，优美流畅的滑行不时引来过往的人驻足
欣赏。不远处，放暑假后随妈妈回石家庄探
亲的8岁美国男孩LYMAN正在冰场教练的
指导下，进行冰球防守和击球的练习。在冰
场的另一侧，一群业余高手正在冰面上畅享

“速度与激情”的快乐⋯⋯
石家庄勒泰欧悦真冰场教练尹燕秋实告

诉记者，当天大概有二百多人上冰，双休日人
数更多。

“我去年专门在这里上过滑冰培训班，今
年放假了还常过来玩。”石家庄市实验小学学
生田牧童说，放暑假后他经常在下午到这里
来滑上几圈，觉得又凉快又过瘾。

欧悦真冰场邯郸美乐城店于去年 7 月份
开业，截至目前，已接待上冰者5万多人。“随
着我省冰雪运动氛围日益浓厚，更多人的上
冰热情被激发，寒暑假我们的客流量增长非
常明显。今年进入暑假以来，美乐城店几乎
每天 500 双鞋都能租完，很多人还要排队等
候。”欧悦真冰场全国运营总监兼邯郸店总经
理孙克明说，假期里邯郸市郊区有些孩子常
常不惜往返 40 公里到美乐城店享受滑冰的
乐趣。

滑冰不仅仅被当作一种娱乐项目来消
费，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少
年加入冰场的滑冰、冰球俱乐部，学习冰上运
动技能，参加比赛，成为冰雪运动后备力量。

6 月 11 日上午 8 时，唐山市勒泰欧悦真
冰场内热闹起来。当天，唐山泰悦冰上运动
俱乐部骑兵冰球队的孩子们全副武装进行冰
上大课训练，为 7 月 20 日参加 2019 中国·齐
齐哈尔夏季国际冰球邀请赛做准备。

该俱乐部有 U8 和 U10 两支冰球队，还
有一支花样滑冰队和一支速度滑冰队。“这些
队伍都是由在冰场接触冰上运动后想要进一
步练习的孩子们组成的。”唐山市勒泰欧悦真冰场教练部经理刘嘉
星说。

“去年参加河北省冰球邀请赛时，我们的 U8 队伍只有七八名
队员，和来自冰上运动发达地区队伍达到 20 人的满编有很大差
距，但今年我们的U8队伍也满编了。”石家庄勒泰欧悦体育娱乐有
限公司总经理韩聪介绍说，目前勒泰欧悦冰上运动俱乐部固定会
员有六千人左右，经过专业教练指导，通过大赛“洗礼”，已经涌现
出了一些优秀苗子。其中，石家庄女孩秦嘉一现已成为国家花样
滑冰集训队队员。

为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冰上运动中来，日前，石家庄勒泰欧
悦真冰场与省会多所小学签订协议，将为签约学校学生体验冰球、
速度滑冰及花样滑冰等免费提供场地、相关器材及教练指导等，力
争带动省会2万余名青少年上冰体验。

“我们会给予部分冰场一定支持，以鼓励冰场开展冰上运动推
广。”省体育局青少年业余训练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朱志强说，石
家庄的勒泰欧悦冰上运动俱乐部和唐山泰悦冰上运动俱乐部均被
评定为河北省冬季项目青少年体育运动俱乐部，得到省里一定的
经费支持和政策扶持。

“这个暑假上冰的人，相比 2015 年暑假我们刚来这里进行练
习时多了很多。”LYMAN 的妈妈李叶告诉记者，儿子 LYMAN 在
美国学了花样滑冰和冰球，这几年每年假期回石家庄探亲都到勒
泰欧悦真冰场坚持训练，他们对国内冰雪运动场地的增多、冰雪运
动氛围的浓厚有深切感受。“希望以后河北的冰雪运动场地越来越
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能爱上冰雪运动。”

炎炎夏日

，室内冰场成为青少年消暑运动的好去处

我省冰场夏季

﹃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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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解楚楚
记者 陈 华

“加油，加油！快冲呀！”日
前，在河北省直机关第九幼儿
园，河北省幼儿足球联赛开幕
赛激烈进行。来自石家庄、邢
台、沧州等地 6 支代表队的 65
名幼儿参加了这次比赛，上百
名家长和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
比赛并为他们呐喊助威。

河北省幼儿足球联赛由省
教育厅携手河北钧天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除在省会
举行的开幕赛外，还将陆续在
其他一些设区市举办分站赛。

据了解，世界足球强国大
多从幼儿 5 岁左右开始进行足
球启蒙教育。在中小学校园足
球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的基础
上，2018 年，教育部提出将足
球教育向幼儿园延伸。为夯实
校园足球发展根基，今年 3 月，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决定
开展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工
作，以普及性的幼儿足球游戏
培养幼儿浓厚的足球兴趣，营
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并要
求各省（市、区）推荐足球特色
试点幼儿园。我省积极响应，
已申报了石家庄、秦皇岛、唐
山、保定、邯郸5市的62所足球
特色试点幼儿园。

省直机关第九幼儿园正是
其中一家。据该园园长焦巍巍介
绍，该园从 2017 年开始将足球
运动和儿童德育相融合，目前已
初步构建起了以足球游戏为主

要表现形式的园本课程——乐
享足球课程。本课程针对3-6岁
的孩子，每周灵活设置 1-3 次，
截至目前已为 470 多名孩子授
课，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唐山市第一幼儿园也是这
次申报的足球特色试点幼儿园
之一，他们从去年开始开展幼
儿足球教育。“我们不仅开设了
足球课程，还在绘画课、手工课
中融入了足球文化和相关知
识，比如让孩子们手绘足球、制
作足球模型等。”该园园长吴妍
荣介绍说，目前他们已建成标
准的足球场地，并且聘请到一
名足球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一
名足球专业教练员，在为孩子
们上足球课的同时，兼负培养
学校老师足球素养的任务。

像这样的幼儿园毕竟是少
数。记者了解到，我省幼儿足球
启蒙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
幼儿园存在师资、场地器材不足
等问题。宁晋县晶龙幼儿园园长
王培表示，目前只能从一些足球
俱乐部聘请足球教练来为孩子
们定时上课，除此之外很难找到
专业的幼儿足球教师。

对此，河北师范大学体育
学院足球教研室教师庞旭鹏认
为，幼儿足球不是竞技足球，不
能过早走专业化训练的路子，
而应侧重培养幼儿对足球的兴
趣。在着力浓厚幼儿园足球文
化氛围的同时，可以聘请优秀
专业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到幼
儿园担任兼职教师，努力将幼
儿足球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省文物保护中心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梁书台正在修复文物。
梁书台供图

足球教育向幼儿园延伸

让更多幼儿体验足球乐趣

图为省幼儿足球联赛开幕赛现场。 焦巍巍供图

□记者 曹 铮 见习记者 吴培源

文 物 修 复 师 比 文 物
还“稀缺”

“最近武安有一批文物要展出，来
不及修复了只能先进行清洗。”在20平
方米的修复室里，刚写完赵州桥馆藏
栏板及构件修复报告的省文物保护中
心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梁书台马不停蹄
地忙活着手头的工作。对梁书台来
说，“忙不过来”是常态。“没办法，
干文物修复这行的人太少了。”他略显
无奈地说。

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同样存在
修复人才短缺现象。河北博物院副研
究馆员郝建文，已经从事文博工作 30
多年，曾参与省内外多地壁画临
摹修复工作。他表示，相对于我
国古代壁画保存的数量和保存状
况来说，壁画修复人才严重短
缺。而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壁画
修复领域，随着文博事业的发
展，越来越多出土文物和馆藏文
物需要更精心地保护和修缮，但
与此对应的是修复师数量缓慢的
增长率。

曾在我省参与修复毗卢寺壁
画的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师李晓
洋表示，文物修复人才短缺问题
是全国性的。“可以说，文物修复
行业面临人才瓶颈，一线实操人
员太少了！”说起现状，李晓洋有
些担忧。

文物修复人才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缺口？梁书台认为，文
物修复是个“冷门”，大众认知度
不高。另外，这个行业对人才的
要求极高，并不是有情怀就能干
得了的。“修文物其实就是一场修
行。干这一行不仅要成为‘杂家’，还
得感兴趣、坐得住。”说到这里，梁书
台的嘴角浮现出笑容，“但要是真沉进
去了，面对自己修复的众多文物，那
份成就感是无可替代的。”

2010 年从保定学院文物保护与鉴
定专业毕业的小马，已经在河北文物
保护中心工作8年多，目前主要从事青
铜器、铁器修复工作。“有条件开设文
物修复专业的学校很少，我的很多同
学即使学了这个专业最终也没有从事
文物修复工作，能怀着‘工匠精神’
坚守下来的人少之又少。”小马腼腆
一笑。

文 物 修 复 人 才 培 养
须下“慢功夫”

文物修复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
这就要求文物修复师不仅手艺技能
高，还要知识面广，掌握众多历史文

献、科学技术、艺术评定等专业知
识。因此，培养一名“科班”文物修
复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目前，省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
复师学历背景包括高校历史、文物保
护、化学、美术、金属材料等专业。

“不管之前在学校学的什么，面对具体
的文物修复，都需要重新学习和培
训。”省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认为，文
物修复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人
才培养需要下“慢功夫”。“现在省文
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师有4位中坚骨
干力量，其余 9 人都比较年轻。”省文
物保护中心负责人表示，年轻人想要
成为文物修复界的中流砥柱，需要多
年历练，“中心每年都组织青年修复人
员积极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各类文

物修复培训班，提高实际操作的业务
水平。”

据了解，我省开设了文物修复专
业的高校，除了理论课程外，逐渐加
入了文物保护实操课程，开始注重技
能型人才的培养。有时，梁书台会应
邀去保定学院为文物保护与鉴定专业
的学生们讲授文物修复课程。至今他
还记得，该校学生曾参加“南海一
号”文物修复工作，到现场后却不敢
上手。梁书台赶到后，现场指导他们
如何观察、从哪里入手、如何掌握修
复步骤。慢慢地，学生们有了手感，
圆满完成了修复工作。“还是要增加实
践机会，多请业界的老修复师们手把
手教。”他认为，学校应多安排学生到
一线实习，也鼓励老师傅提早和学生

结对子，这样既有利于修复技术的传
承，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把文物修复工艺传承
下去

“资深文物修复师动手能力强，但
修复理论水平亟待提高。”省文物保护
中心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老一代修
复师留下的文字资料非常少，他们的
修复技艺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一
旦断层，修复方法就缺失了。如何将
老师傅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的修复技
术记录成文，转化为系统的理论体
系，为后人学习提供便利，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根源
上讲，我国文物修复的根基在民间，

目前我国高校的文物专业都
是在考古的基础上融入化学
等学科的知识逐步建立起来
的。放眼国际，意大利、日
本等国在文物修复的很多领
域技术先进，修复方面的经
验值得借鉴。因此，建议多
渠道举办各类修复培训班、
交流会，为修复领域的管理
及技术人员提供跨学科、跨
国界的交流平台。在注重引
进国际先进理念与优秀保护
方法的基础上，还可将中国
很多成功的修复理念、修复
方法与修复经验向其他地区
进行推广。

目前，省文物保护中心
不 断 加 强 修 复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 坚 持 以 老 带 新 ， 发 挥

“传帮带”作用，让年轻人
多跟老师傅学习，做好文物
修复工艺的传承。另外，坚
持以项目培养新人，通过让

年轻修复师承担具体的文物保护项
目，促进其成长。

在高校教育方面，有业内专家认
为，尽管有高校设立文物保护相关专
业，但这些专业往往是挂靠在历史、
美术或材料等学科下，不具备独立
性，缺乏统一的学科培养模式和理论
体系。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
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应的院系，编写统
一教材，制定统一规范的培养方案，
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高水平文物保护研
究和修复人才的培养。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故宫文物医院
院长宋纪蓉表示，全国还有很多文物
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需要更多
的文物医院、文物医生，今后故宫将
联手高校共建“文物医学院”，培养更
多符合文物保护修复需要的实用型文
物医生。从医院到医学院，虽是一字
之差，但这意味着更多文物修复专业
人才的培养，文物保护的半径将不断
扩大。

近期，圆明园启动“修复1860”，持续修复圆

明园出土的文物。目前，第一批文物修复工作正

在进行中，文物修复师们用“匠心”演绎如何“化

腐朽为神奇”，再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长河

中曾经断流的部分。作为文物大省，我省有大量

待修复的文物深藏库房，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待

修复文物已排起了长队，但文物修复人才却普遍

短缺，且这种“不对称”由来已久。文物修复人才

为何如此缺乏？如何加强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

设？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