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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山西南端、黄河北

岸，坐落着元代建筑与壁画交
相辉映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永乐宫。这处建于元早期
的著名道教宫观有4座气势恢宏
的殿宇，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筑
的典范，各处殿宇四壁上还绘有
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总面积达
1000余平方米，被誉为中华艺术
的瑰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60多年
前，连同它的整体建筑和巨幅壁
画在内，永乐宫曾经历过一场世
所罕见的“乾坤大挪移”。

1956年，出于治理黄河的需
要，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由于永
乐宫原址恰好位于水库的计划淹
没区内，国务院特批对永乐宫进
行迁移保护。

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在中

国史无前例。永乐宫壁画保护研
究院工作人员张青介绍说，建筑
的搬迁还相对容易实现，但壁画
的揭取当时在我国无先例可循。
况且，永乐宫壁画当时已经有
700 多年的历史，黏合力大减。

“泥皮土墙一碰就碎，一时间难
倒众人”。

壁画搬迁之初，两位“洋专
家”被请来了。他们根据西方经
验，提出将化学药品注射进墙体，
软化壁画后再进行揭取。但是这
种办法对泥皮土墙的永乐宫壁画
是否安全有效？洋专家并没有十
足的把握。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
了数百万元的高额费用。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
时期，永乐宫搬迁的全部预算额
都没有‘洋专家’提出的这一项价
格高。”“山西古建筑保护第一人”

柴泽俊时任永乐宫迁建工程施工
组组长，他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洋专家”请不起，我国“土专家”
决计自力更生。

鉴于各殿墙壁几乎全部是作
画之处，每面墙壁都由数十平方
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如果整壁
揭取，面积太大，必然导致壁画的
破碎。经过周密研究，人们确定了
完整的永乐宫搬迁方案，即临摹、
揭取和修复三步方案。

为了保护壁画、不触碰壁画，
永乐宫壁画的临摹就用了将近1
年时间。

从 1959 年 3 月至 1960 年 6
月底，人们开始对壁画进行揭取、
包装和迁运，并对宫殿建筑进行
编号、拆除，将它们运送到25公
里以外的新址处。

据柴泽俊生前回忆：人们先

要避开画面的精细部分，在尽量
不损伤画面的地方，把壁画分割
成2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
然后预制与画块相等的木板，在
木板下端安装角铁。木板靠近画
面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
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铺垫，依附
于画面上，即行揭取。揭取下来的
壁画，四周用木板装订，背面木框
压牢，形成一个木箱，空隙部分用
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箱子
特意做成了上下可通风式，以防
止壁画受潮。

为防止壁画在路上受颠簸遭
损坏，柴泽俊拉上手推车，在壁画
的必经之路上先后做了 4 次试
验。“推着车稳稳地走，去一趟下
来要用7个小时，今天去了明天
再回来。”最终，他摸索出了将轮
胎气压降低、车速减慢，才能使震

动减到最小的经验。后来，人们使
用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才将
壁画安全送达。

从1962年下半年起，人们又
耗时将近4年，才完成全部壁画
的加固和复原。而整个壁画的揭
取、复原共计花费30多万元。经
过专家和操作工人的协同努力，
不仅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
以完整保存，更是为国家节约出
了一笔巨大的开支。

永乐宫搬迁开创了中国壁画
整体搬迁的先河，并创下了多个

“最”——“搬迁壁画面积最大，达
1005.68平方米；留存手写资料最
多，有20000余页。搬迁建筑占地
约15公顷，搬迁建筑构件重达10
吨，而项目骨干人员年纪较轻，平
均不到30岁。”张青说。

（新华社刘翔霄）

罗城遗址新发现：
楚文化入湘
可追溯至春秋中期

新华社长沙1月 10日电（记
者 崔俊杰 李紫薇）罗子国城遗址
（罗城遗址）考古发掘及专家现场
会9日在湖南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举行。与会专家认为，罗城遗址北
部小洲罗地点出土大量春秋中期
甚至更早的遗存，属于湖南地区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典型
楚文化遗存。这充分说明，罗城遗
址是目前所知典型楚文化进入湖
南最早的地点之一，可谓湖南被
正式纳入中原王朝治理体系的起
点所在。

2020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小洲罗地点进行考古发掘
工作，发现一批可能与制陶制石等
手工业活动相关的取土坑、陶窑和
建筑等遗址，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关
的灰坑、水井等遗址，并出土了一
批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阶段的
陶器、石器等遗物。据了解，实际发
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

“这些遗迹表明文献记载的楚
人迁罗事件并非空穴来风，罗城遗
址可能是楚国安置罗国遗民的地
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罗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盛伟说，
这些陶盆、陶罐等器物及组合方式
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与湖北江汉
平原地区春秋晚期的陶器高度相
似，而与湘江下游临湘大畈遗址为
代表的本地同时期文化遗存有较
大差别，说明当时罗城遗址所居人
群并非湖南本土居民，而可能是来
自江汉平原西部地区的楚文化系
统的迁徙人群。

专家推测，罗城遗址可能是文
献记载的罗县所在。战国时期，实
力强大的楚国加大对南方开发力
度，并设置罗县。2015年，罗城遗
址曾出土少量春秋晚期的陶片和
战国时期的城垣，且城址面积约20
万平方米，主要文化面貌表现出典
型楚文化的特征。相传，楚国诗人
屈原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在这
里度过，汨罗江畔还流传着屈原行
吟的传说，当地至今还保存有高大
封土的高等级墓葬，民间称为“屈
原十二疑冢”。

新华社北京 1
月 8日电 近日，真
实记录我国扶贫攻
坚战中第一书记工
作、生活状态的四
色图文书《扶贫第
一书记》由新华出
版社出版，面向全
国发行。

到2020年确保
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问题，是党
对人民、对历史的
郑重承诺。火车跑
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的战役中，第一
书记是重要力量。

《扶贫第一书
记》精选新华社记
者采写的 149 篇稿
件、268 幅图片，真
实记录了第一书记
们长年奋战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
领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群众苦干实干的鲜活故事。从外
乡人到贴心人，授人以渔，志智双
扶，他们用行动和担当诠释着共产
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全书共分6篇：“我们的新长
征：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住进
村民的心里：用心用情扎下根”“书
记一定有办法：落实政策、发掘资
源和培育产业”“播种希望的人：激
发乡亲们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走
的工作队：留下强有力的基层堡
垒”和“扶贫相册：将青春倾注在祖
国广袤的大地上”。

新华社南宁1月 7日电（记
者 黄庆刚）记者从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广西
近日公布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52项。截至目前，广西共有914

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涵
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等9个

类别，包括三江侗族双歌、北流狮
舞、龙州壮族天琴制作技艺、武鸣
壮族抢花炮等，入选项目数量为
历年来最多。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负责人说，广西是个多民族地

区，拥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
文化，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挖掘、传承和保护，
深入推动创造性传承、创新性
发展，不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朋友们常笑说潮汕的美食
很特别——老婆饼里没老婆，
红桃粿里没桃子，茶米里也没
有米，自然，鱼饭里也没有饭。

潮汕靠海，靠海则吃海。渔
民们每回出海捕鱼，在船上吃
得最多的当然是捕获的鱼，将
鱼当成饭一样用来充饥，也是
常事，或许这就是“鱼饭”名字
的来由。鱼饭的制作，说来也简
单，就是把处理干净的鱼放进
盐水里煮熟——说白了，鱼饭
就是熟鱼。

以前，人们家中没有冰箱，
保存食材的方法，除了盐腌、晒
干、酒糟之外，煮熟也可以延长
食物的保鲜期。鱼饭用到了

“盐”与“熟”两种方法，有利于
保鲜不易存放的鲜鱼。

鱼饭吃的时候可以不用下
其它酱料，直接冷食即可。当
然，口味重的，也可配以豆瓣
酱，这个组合，可谓绝配。放置
时间较长的鱼饭，也可重新煎
煮或清蒸，不过味道会打折扣，
多了少许腥味。

鱼饭也不单指某一种鱼，
有时也指用盐水煮熟这一做
法。许多鱼类，甚至贝类、虾、
蟹、鱿鱼等等都可做鱼饭。最常
被选用做鱼饭的鱼类一般是价
格较低、数量较多或是不易养
活的鱼类。

家里人多，买鱼饭常要一
筐筐地买。竹筐不大，摆放鱼
的方法十分讲究，不能鱼鱼相
叠，得保留一点空间，最好把
鱼立起来，中间用盐粒隔开，
这样煮的时候才能把鱼煮透。
采用竹筐也是为了方便沥水，
透气风干。鱼不要煮久，一般
煮至鱼眼突出即可。煮好后冲
洗掉上面的杂质与多余的盐
分，卖相更佳。

小时候，母亲最爱买鱼饭
跟咸带鱼回来吃，长大后我对
带鱼有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阴
影，却对鱼饭百吃不厌。儿时最
常吃的鱼饭是巴浪鱼、青花鱼，
还有红鲷鱼等。现在人们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有高档酒楼与
时俱进，推出了用高档鱼类或
进口鱼制作成的鱼饭。

在广州的菜市场，一般在
售卖潮汕牛肉丸的档口都可买
到鱼饭。判断鱼饭新不新鲜，跟
选择冰鲜鱼相似，用手轻按鱼
身，如果软而没有弹性便是不
大新鲜。相比那些冰鲜鱼，我更
喜欢这种具有浓烈潮汕风味的
鱼饭，因为除了在口感上比冰
鲜鱼鲜甜之外，它也更契合刻
在骨子里的饮食记忆与口味。

近日，136位知名网络作家在
上海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
量倡议书》（下称《倡议书》），呼吁
全国网络作家承担时代责任，传
承中华文脉，创作更多高质量精
品力作，在网络文学界引发强烈
反响。

《倡议书》认为：当前，网络文
学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
刻，网络作家要承担起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和责任。网络
作家应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低俗、
庸俗、媚俗；不做“码字工”，在火热
的生活中发现素材；提升文学素
养，提倡“降速、减量、提质”；拒绝
跟风写作，反对同质化、抄袭风、粗
制滥造；恪守职业道德，不以点击
量和收入论英雄，抵制侵权盗版行
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网文出海。

《倡议书》从树立正确创作观、价值
观等方面呼吁广大网络文学创作
者凝聚共识、勇担使命、以精品力
作奉献时代和人民。

《倡议书》的发布，是网络文

学界应对变革的适时之举。经过
二十余年发展，中国网络文学早
已不是当年几个文学网站、一批
兼职写手、少量读者群体的“新鲜
事物”。目前，网络文学创作者超
千万，其中签约作家 70 余万人，
读者人数超4.5亿，网络文学作品
2600万部。同时，网络文学已成为
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和源泉，全
国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的七八成
来自于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越大、
读者受众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强，
就意味着肩上承担的责任越重。
与发行量、印数几千几万的传统
文学报刊和纯文学作品相比，不
少爆款网络文学作品的点击量是
百万千万量级，这还不算经由 IP
改编抵达受众的数量，可以说，网
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和发展水平深
刻影响着大众所接触到的文化产
品的优劣。因此，修炼内功，促进
网络文学向精品化方向转型发
展，不仅关乎网络作家自身创作
水平的提高，更关系到文化事业
的长足发展。

随着 4G、5G 技术日益深刻

改变媒介传播格局，短视频、视频
直播等网络文艺新形式深度融入
大众生活，网络文学发展也暗含
隐忧。晋江文学城总裁刘旭东曾
分享过一组数据，2018 年网络文
学在各类手机应用中占用时长
7.8%，2019 年为 7.2%，而到 2020
年6月，已经减少至4.6%。不少网
络作家感叹，今天他们面临的“对
手”已不再是传统文学，而是新潮
的短视频、视频直播。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5 次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
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8.5亿，占
网民总数的 94%；在手机网民经
常使用的各类 App 中，网络视频
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应
用类型，庞大的网络视频用户正
在瓜分网络文学的“蛋糕”。和多
年前他们的纯文学“前辈”一样，
网络作家今天也面临着更新的文
艺形式的挑战。如果不及时剔除
同质化、套路化、粗制滥造、抄袭
侵权等影响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
因素，网络文学的未来之路很难
平坦。此次《倡议书》中，有多项针

对创作内容和作品质量，反映出
从业者内心的声音和践行行业自
律的决心，是网络文学发展日益
成熟的标志。

发出此次倡议的网络作家既
有唐家三少、蒋胜男等知名作家，
也有“90 后”青年网络作家，其中
不少还是各地网络作家协会的负
责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号召
力。尽管网络作家队伍庞大、年龄
不同，又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
的审美趣味和创作优长，但不可
否认的是，作家始终是创作创新
的源头，在百花齐放的网络文学
世界中，总有着共同的底线需要
遵守、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共同
的愿景需要追寻，期待更多网络
作家能加入进来，进一步推动网
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满枝高挂 汤青 摄

震撼！60多年前永乐宫壁画的大搬迁

行业自律推动网络文学发展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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