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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萌萌哒”故宫带回家

●在大多数公众心目中，故宫博物院的形象是古典和
严肃的，其实故宫馆藏中的许多文物，在当年都非常时
尚。我们一直在思考故宫文化如何与今天的人们顺畅对
话，希望能够用创意，将文化遗存与当代人的生活、审
美、需求对接，让故宫博物院更加“接地气”。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萌萌哒’系列就
是故宫文化产品的一个风格。我们希望研发出具有故宫文
化内涵的文化产品，把故宫带回家。其中既有根据故宫绘
画藏品《五牛图》制作的‘铜五牛’摆件，也有‘朝珠耳
机’、手机壳、书签等时尚用品。文化创意产品的另一种
形式是新媒体和数字化建设。目前，故宫博物院已自主研
发并上线了三款ｉｐａｄ应用：《胤禛美人图》、《紫禁
城祥瑞》和《皇帝的一天》，并还将陆续上线新产品。
‘故宫淘宝’官方旗舰店有约２００件以故宫元素设计的各
类文创产品在线销售。”

文化不光是“盖剧场”

●“我们到底要演什么？有这么大市场吗？能不能把
这些钱用在基层，用在那些最需要的地方，而绝不只是
‘盖剧场’？”

——— 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平说。“为什么我们的作品
出现有高原没高峰、有数量没质量的现象？归根结底就是
没有生活，没有真正对人民群众冷暖和命运的关怀和关
切，没有感同身受，就创作不出真正能够留得住、传得开
的文艺作品。城市拥有大量的专业文化团队，其文化的人
力物力资源应多向基层倾斜，与基层的群众文化相结合，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号召上。我们要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和具
体要求，鼓励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
去，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创作。”

政府要为传统文化进课堂提供保障

●“在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
纲要》后，各地嗅觉灵敏的书商为了争夺利益，在短时间内
快速拼凑出大量编辑水平低下、谬误百出的国学读本。”

———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说。“这导致‘传统文
化进课堂’过程中乱象丛生，极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中小学的有序推进和系统传承。应由国家配备相应课时，并
提供教材、师资培训等专项财政支持，设立国家级‘传统文
化教育必修课’，为传统文化进课堂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一根根装在玻璃管里的竹简，看起来
毫不起眼，却是正宗的“国宝”。３月７
日，我省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
重新启动，来自山东博物馆、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简牍博物馆
等高校、院所及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
联合项目组，计划在３年内完成竹简的基本
保护和整理研究工作。

曾经震动中外学术界的银雀山汉简，
被列为“新中国３０年十大考古发现”之
一，２１世纪初又被评为“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
年）１００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省文物局
局长谢治秀介绍说：“银雀山汉墓竹简发
现于１９７２年４月，出土了写于公元前１４０年
至前１１８年（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的
近五千枚汉简，此外还有一些残片，其内
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十三
篇》、《元光元年历谱》、《地典》等古

籍及古佚书，其中尤以兵书为大宗。”
出土４０多年以来，银雀山汉简的研究工

作从未停止过，大量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进
行了整理与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发现至
今，直接以银雀山汉简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
文章近５００多部（篇），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
了两版《银雀山汉墓竹简》线装影印本，目前
第三卷的出版工作正在筹划中。

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研究专家李零
表示，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事件：“山东是古代思想家的摇篮。
我们要研究思想史，没有古书不行，可是
在过去，我们读的都是传世古书，而不是
出土发现的古书。古简牍的发现，到现在
才１００多年，真正成批出土是从上世纪７０年
代开始，一个是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个是
马王堆汉墓帛书，这两批古书具有里程碑
意义，不仅在于这些古书是成批发现，还
在于古书研究的很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是那个时候奠定的。”

但是，银雀山汉简的保护，如今依然
是一个严峻问题，这也是这次项目“重

启”的重要任务。此前，银雀山汉简都被
存放在注满蒸馏水的玻璃管内，保存在山
东博物馆库房内。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员胡平生看来，“不对外开放，让汉简少
见光、少见空气，就是最好的保护办法。”

在山东博物馆展示的汉简中，绝大多
数是放置在玻璃管内不脱水保存的，只有几
片采用了脱水保存的方式。胡平生表示：“不
脱水保护也有缺点，虽然蒸馏水很干净，但
外界细菌还是会进去，时间长了会长霉点，
要是长在墨迹那个地方，字就没了。”

他表示，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古简
牍，当前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
是脱水保存，一是不脱水保存。“我是主
张不脱水保存的。我发现脱水效果并不是
太好。脱水保存就是把水分从木或竹纤维
细泡中挤出去，再用一些高分子化学物质
填充进去，这样竹子、木头还跟原来外形
一样，但会存在老化问题，就像我们的塑
料用品，过一两百年的时间，还会出现老
化的问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保护问
题，到底如何做还需要认真研究。”

汉简到底应该如何保存？上世纪７０年
代出土时，银雀山汉简曾被拍摄过黑白照
片，但有一些字迹达不到释读要求。４０多
年过去了，如何运用新技术手段对银雀山
汉简进行信息提取，也成为一项迫在眉睫
的任务。李零认为，“简牍出土后，必须
先保存原始照片，脱水是以后的工作。”

胡平生表示，“近些年来，我们在秦
简、战国简、汉简的整理中，采用了最新
的红外线扫描技术，使许多正常摄影技术
不能显现的字迹显现出来，这对竹简的定
名、编联有重要的意义。对银雀山汉简正
反两面进行红外线扫描或摄影，会对竹简
的释文、编联有所补益，也更有利于简牍
信息的完整保存。”

此次银雀山汉简保护项目，也是我国
“２０１１协同创新工程”的重要内容。谢治
秀说：“我们集合全国顶尖专家，组建学
术研究团队，将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保
护、研究、利用好银雀山汉简，形成并出
版《银雀山汉简集成》（暂定名），推动
我省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中活起来。”

汉简该不该脱水、怎样保存尚存不同意见

两千年银雀山汉简如何“复活”

□黄中明 王红军 报道
上图：3月7日，银雀山汉

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重新启
动。图为保存在玻璃管里的
“竹简”。

下图：3月7日，来自山东
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以及清华大学、中国简牍博物
馆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在
山东博物馆现场查看保存在玻
璃管里的“竹简”。

□ 王红军

春节一回家，就有同村的人告诉我，有着
多年传统的村庄户剧团，这个春节不再演出
了。由于经费补贴少，演员忙于外出打工，庄
户剧团的排练大受影响，每年春节的传统吕
剧演出也就只能“暂停”了。如何来解决这个
问题？关键是要把握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位。

多年以来，我们村春节期间都有吕剧演
出的传统，在周边地区里更是“名声在
外”。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村的吕剧演出虽
然中断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让人“意
外”。庄户剧团的召集人表示，“由于经费
有限，每人每天不到几十元的补贴，演员们

都忙着出去打工了。”
作为民生保障的基本内容，政府应该履

行资金投入的责任，把公共文化服务打造成
不折不扣的民生工程。但另一方面，我们的
公共文化服务也要引入竞争机制，借助市场
化手段，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财政给予一定补贴或部
分资金投入。

在最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我国就提出“引入市场
机制，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发
展活力，积极培育和引导群众文化消费需
求”。让社会力量充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这
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跟过去的重大区别。

在商场购物累了，看一看陈列在橱窗中
的齐白石、吴昌硕等大师的书画“养养
眼”；小憩喝茶时，耳边悠然响起韵味独特
的古琴演奏；走进美术馆，恰逢一场免费的
收藏讲座……近年来，通过市场手段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我们许多地方的探索创新
模式已初显端倪。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基层群众有没有文化消费的能力和热情呢？

前年，我到一个东部县城采访，见到了
令人欣喜的一幕：在一些专业戏曲剧团不太
景气的情况下，该县一些农村的庄户剧团却
办得红红火火。据了解，该县组建了近百个
业余庄户剧团，在农闲时和节庆日组织到周
边地区演出每年达１０００场，创造收益几百万
元，每个演员每年能获得２万多元收入。

“这些庄户剧团的演出，既见到了社会
效益，也见到了经济效益，所以演出就成为老
百姓自觉、自动的事情。”有当地文广新局负
责人表示，我们有些专业团体，钱给少了就不
高兴，但民间团体只要稍微扶持一下，他们的
积极性就来了，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庄户剧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过去，我们都是就公共文化谈公共文
化，但现在应特别注意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

消费需求的衔接。一方面，它让政府从繁冗
具体的事务中脱离出来，专心于法律法规和
政策环境建设；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手段
的引入，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专业
性，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也会有所提升。

当然，跟所有新生事物一样，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
题。首先，政府必须先转变职能，从具体
“办文化”的领域中退出来，社会力量才有
可能走进去；其次，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不
应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还应包括每一个
人。没有个体的参与，任何公共文化活动都
是不可持续的。

如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
我们要确保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更
要努力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实现路
径，让公益的归公益，让市场的归市场，逐
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格局，使公共文化服务的
“蛋糕”真正落到基层群众口中。

公益之外还有“市场”
———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带来哪些变化之二

1972年在山东临沂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
出土了大批竹简，这就是著名的“银雀山汉
墓竹简”。

据统计，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
简、残简4942枚，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
容包括《孙子兵法》十三篇及四篇佚名文和
一篇残文，《晏子》十六章，《六韬》十四
篇，《尉缭子》五篇，《孙膑兵法》十六
篇，《守法守令十三篇》十篇，论政论兵之
类五十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十二篇，其他
(包括唐勒、定心固气、相狗方、作酱法等)
十三篇，以及《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
及古佚书。一般认为，这批竹简的字体属于
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年至前118年(西汉
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是较早的写本。对
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
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
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尉缭
子》、《晏子》等书，自唐宋以来就被疑为
后人假托的伪书。此次发掘证实了以上书籍
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假托的伪
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
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史
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
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即《孙子
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隋书·经
籍志》中《齐孙子》已不见于著录。唐宋以来认
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
而成书的，或以为是后人伪托的，或以为世无
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孙子兵法》与

《孙膑兵法》同时被发掘出来，使这个长期存
在的疑问得到解决。

竹简作为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
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
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
工具。近代以来，临沂之外的湖南长沙、湖
北荆州、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
都有过重要发现。竹简串联起来形成“简
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
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
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
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
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
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孙先凯 整理)

《银雀山汉墓竹简》

相关资料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8日，应山东美术馆邀请，山东省著

名家政服务品牌———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旗下150余位长期在一线勤勤恳恳工作的“大姐”到山东
美术馆欢度“三八”国际妇女节。

绝大多数阳光大姐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参观，她们大
红色的统一着装，成为展厅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据介
绍，在前来参观展览的阳光大姐中，既有高级别的首席、
金牌，也有普通的三星、二星；既有能让产妇和婴儿获得
最好服务的月嫂，也有能让室内焕然一新的家政服务员。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刘喜欣为阳光大姐们详细介绍了当
前正在展出的展览，她对大姐们说：“大家从事服务行
业，平时工作非常辛苦。今天来到山东美术馆，我们将尽
最大努力，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快乐难忘的节日。”

在山东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姐们兴致勃勃地
参观了正在展出的“尼古拉·菲钦油画作品巡展”、“山
东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山东美术馆馆藏‘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全国美展’作品展”。在听取讲解的同时，大姐们
或在喜欢的作品前驻足留影，或将喜欢的作品“搬”进自
己的手机相册，让这份难得的美丽得以延续，整个参观活
动井然有序、其乐融融。在美术馆二楼B1展厅，首席金
牌月嫂王女士表达了她简洁却不失深刻的审美理念：“什
么画是好的呢？我觉得关键是观众的思路和视野在起作
用。比方说，有些人保守，可能就接受不了人体画，觉得
这不是美的。有些人思想开放，则能发现和接受人体画的
美。”

带队前来参观的首席技师聂女士则表示：“山东美术
馆提供了参观邀请后，公司给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员工放了
半天假，专程带她们来看一看，希望能带给她们视觉上、
精神上的冲击和收获。从大家的反馈来看，这次活动非常
成功，让人精神一振。带着美回到日常工作中去，相信大
家能干得更出色。”

阳光大姐到山东美术馆

欢度妇女节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3月8日，青岛懿文德文化艺术传播中心的30余位青少

年学员来到闽江三路浮山所1388文化街，现场挥毫泼墨书
写古诗对联，成为一道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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