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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画家李伯安
《走出巴颜喀拉》画册出版

本报讯（记者 苏瑜）在李伯安逝世
20周年之际，昨日上午，由河南美术出
版社、河南省美术馆、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走出巴颜喀拉》新书发
布暨学习弘扬李伯安精神研讨会”在河
南省美术馆举行。我省美术界、出版界
人士齐聚一堂，围绕着李伯安其人其艺
术展开热烈的讨论。

《走出巴颜喀拉》是被誉为20世纪杰
出的现实主义画家、河南美术出版社副
编审李伯安倾尽10年心血创作的水墨人
物长卷，堪称中国美术史上最富民族精
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诗性作品。在李伯
安逝世20周年之际，河南美术出版社精
心打造出版了《走出巴颜喀拉》画册，以
庄重精美的形式还原了作品原貌。

研讨会上，嘉宾们一致认为，《走出
巴颜喀拉》是李伯安笃定恒心、厚积薄
发、呕心沥血打磨出来的匠心之作，从中
可以看出李伯安对创作秉持的是孜孜以
求、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
神。在这部作品中，李伯安展现了宝贵
的创新意识，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吸
纳、借鉴油画、版画、雕塑等其他艺术门
类的特点，将之自然融入中国传统水墨
创作之中，形成独具创新的艺术语言。
作品以其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造型
的复杂、技艺与风格的全新创造跻身于
经典之列，也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
从一个高原推向了一个高峰。

“此次展览是郑州博物馆承接的首
个国际级展览。”郑州博物馆副书记、副
馆长郭春媛告诉记者，河南作为丝绸之
路的东方起点，郑州作为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城市，从古至今在文化的传播交
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展出的
阿富汗“国宝”，不仅体现出当地文物的
价值和内涵，也体现出和郑州、河南的
深厚关系，也是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谈及未来，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
表示，此次展览只是中阿文化遗产保护
与交流的开始，接下来双方还将在文物
修复、考古发掘等方面展开合作。

此次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郑州市文物局
承办。展览将持续至 7月 10日，向海内
外观众免费开放。

打造河南杂技“拳头产品”
儿童剧《槐树爷爷》首演

本报讯（记者 苏瑜）昨晚，国家艺
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历经两年打
造的大型儿童杂技剧《槐树爷爷》在郑
州正式同观众见面。

《槐树爷爷》是省委宣传部“中原文艺
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是我省首次专
门为儿童打造的集魔术、杂技、舞蹈、音
乐、滑稽为一体的大型原创儿童杂技剧。

凡是大火的儿童剧，必然有一个好
故事，《槐树爷爷》也不例外。美丽的大
森林，有一个动物王国。槐树爷爷、猴
子聪聪、熊猫笨笨以及兔子小白和森林
里的动物们一起快乐地生活着。为了
保护家园，在槐树爷爷的带领下，动物
王国的小伙伴们同霾氏三兄弟展开了
机智勇敢的斗争，最终赶走了霾氏三兄
弟，再现绿水青山。

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个故事呢？
该剧编剧、河南省文联原副主席张剑锋
介绍说：“想给孩子们传达正能量，让孩
子们分清是与非，好与坏，同时彰显时
代精神。”河南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秘
书长李锦利说，杂技剧《槐树爷爷》以杂
技表演艺术为本体，用戏剧故事情节呈
现，既有杂技的惊险刺激，也有戏剧艺
术的起承转合，极大地增强了本剧的艺
术性和观赏性。

河南是杂技资源大省，大型杂技剧
《槐树爷爷》是河南省杂技家协会着眼
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目标、聚合全省杂技
资源优势、精心打造杂技拳头产品的一
次有益尝试。

“阿富汗国家宝藏”亮相郑州博物馆

看稀世珍宝，感受“网红”文物神秘魅力

昨日上午，“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幕。
由于阿富汗国内战火频频，为保护文化遗产，这批文物曾多次转移，直至2003年才在阿富汗文物工作者的

努力下重见天日。自2006年起，这批珍宝开始了世界巡展之旅。而此次在郑州博物馆的展览，则是世界巡展
之旅的重要一站。

作为世界第22站、中国第4站，在外巡回展出12年的阿富汗珍贵文物郑州展出有何意义？展览有哪些亮
点？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记者 苏瑜 文/图

精品荟萃
“全家福”整装登场

据了解，这批阿富汗珍贵文物在故
宫博物院及敦煌、成都已经展出过，所有
展品共231件（套）。但在这三站中，有着
蜂巢纹理的“大口玻璃杯”一直处于修复
状态，直到在郑州展开幕的前一天，才在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文物修护专员阿卜杜
拉的手中重新达到展出条件。

玻璃的身影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始
终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消费
品，而是作为奢侈品、摆件出现。但希
腊，尤其是罗马，玻璃器数量庞大、造型
精美。记者在展厅看到，公元前 2~前 1
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浅钵，公元1世纪东
地中海地区或意大利的切割装饰瓶，公
元 1~2世纪东地中海地区或意大利的鸟
形小瓶，以及玻璃鱼、玻璃瓶等一批玻璃
器，造型别致，光彩夺目，尤其是彩绘玻
璃杯、仿玛瑙玻璃碗，即便与今天的玻璃
器相比也毫不逊色。

阿卜杜拉曾在开展前的探馆中介绍
说，1989年这些文物在阿富汗总统办公
室展出，很多人没有机会见到。现在它
们来到郑州博物馆展出，希望郑州人民
能够了解、关注到这些珍贵文物以及它
们背后的故事，从而更多地了解阿富汗
文化。

同一批文物在不同的博物馆展览，
郑州站的展览有何特色？据郑州博物馆
陈列处负责人汤威介绍，这批文物之前
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主题是“浴火重
生”，强调的是这些文物从战火中走出来
到中国；敦煌的主题是“丝路”，展现的是
丝绸之路上的瑰丽文化；成都的展览主
题是“文明的回想”。而河南作为丝绸之
路的东方起点，通过这个展览，着重体现
的是河南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以及中外
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强调河南在丝绸之
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

此次“阿富汗国家宝藏”共展出阿
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231件（套）珍
贵文物，以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
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 4处考古遗址为
线索，勾勒出古代阿富汗的早期历史
进程，集中展现了古代阿富汗多元的
文明图景。带有不同文明印记的金
器、青铜器、玻璃器、象牙雕刻制品印
证了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印度
和地中海地区商贸往来的交通要冲，
丝路通衢。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出土于蒂
拉丘地墓葬群的众多金器。20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家在蒂拉丘地共发掘出土
21618件精美金器，是丝绸之路最伟大
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些璀璨夺目的金
器，包括造型奇美、巧夺天工的纯金王
冠，装饰有多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徽
章，工艺精湛的纯金腰带，足金打造的
骑海豚的厄洛斯金钩扣，以及镶满绿松
石的黄金宝剑，嵌有众多宝石的黄金项
链等，美轮美奂，熠熠生辉。

很多金器都带有东方中国的元素，
而来自中国的月氏则是解读此次展览
的重要钥匙。从某种程度上，观众可以
一路追寻到中国大月氏的足迹。

此次的展品可谓件件精品，但其中
的“明星展品”当属由黄金打造的“黄金
王冠”。展厅内，排队与“黄金王冠”合影
的观众非常多，大家都被其精美所震撼。

黄金王冠由若干片组装而成，可以
拆解、便于运输，当时作为礼仪象征，王
冠背后的故事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很
多由黄金打造、镶嵌有绿松石的精美
的项链、首饰。黄金、宝石历来是权
力、财富的象征，集中地展示，让观者
叹为观止。

作为备受国人关注的“网红”展览，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法希
姆·拉希米如何看待中国观众对展览的

关注和期待？
“阿富汗珍宝在成都博物馆的展

览，参观人数高达 50万人，打破了成都
博物馆的纪录。不仅是成都，阿富汗珍
宝展所到之处都会打破参观人数纪录，
很感谢大家对该展览的热爱。”

穆罕默德馆长也指出，此次展览呈
现的珍宝与阿富汗在上世纪 90年代的
枪林弹雨中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物珍宝
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彼时喀布尔深陷战火之中，保存
下来的文物现存于阿富汗国家博物
馆。这些文物不仅是阿富汗人民的财
富，更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财富。”

很多金器带有中国元素

“黄金王冠”受热捧

巡展是一次特殊的国际文化接力

“阿富汗国家宝藏”亮相，精美文物美轮美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