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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 用N种方式玩儿转天津
本报记者 张洁

壁画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绘画活动之一，是传承古代文明

的主要载体之一,被称为“墙壁上的博物馆”,具有极高的艺

术和史学研究价值。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不只

是保护一种艺术形态，更是研究中华文明根脉的方法之一。

日前，“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结项展览在

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崇德展厅）开幕。展览开幕以后，专家、学

者、教授就中国传统泥坯壁画的发展进行了线上线下学术研讨。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贾广健教授说：“今天我们集聚于此，是因国

家艺术基金《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更是因敦煌壁

画。我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把我们紧密

相连：它不仅默默地滋养我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财富，同时也时刻鞭挞着我们，做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工作者，

牢记保护、弘扬、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的入围作品中，短

视频《天津玩海的天花板》由“开旅行社的陈鹏”发布，这

是一位网红博主，他的账号主打天津文旅景区介绍，告

诉大家哪里最好玩、哪里可以避免“踩坑”。在陈鹏的账

号中，他真人出镜，用略微夸张的神态语言，加上快节奏

的剪辑，介绍每一个游玩好去处。

主对话up

追踪热点

做博主要去分享
记者：这次《天津玩海的天花板》的视频，

地点是如何选择的？

陈鹏：我经常会趟一些天津本地以及周边，
能玩的游乐场、住宿一些地点。当时是在夏天，
那会儿正是暑假，大伙儿也不能外出游玩，所以
我给大家找到了这个可以玩水、简单游玩的海
边。我觉着能让大伙少花点钱甚至不花钱，抱
着这个目的去找到了这么个地儿。视频上线后
反响挺好的，大伙也对这个内容比较感兴趣。

记者：您认为您的视频优点是什么？

陈鹏：“你好，天津”是咱天津本土的一个
比赛，又是在说天津的人文、游玩、餐饮、娱乐，
各个方面都有，正好就参加了。我拍的视频首
先是地儿好，这个地方比较喜人。其次，大伙
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通过我的表达，能让大
伙对这个内容感兴趣。也有网友介绍过这个
地方，但不温不火，没达到宣传的作用，可能我
的风格跟这个地儿比较契合。

我没有团队，一般现场即兴发挥。语言比
较幽默，表情稍微有点儿夸张。怎么面对镜
头？熟能生巧，慢慢的就能放开。

记者：拍摄中比较有难度的部分是什么？

陈鹏：找合适的地点应该是比较难的，我有
时在马路上溜达，有时网友帮我提供点线索。
比如说今天想去拍这个地儿，但是到了后发现
没什么特色，跟资料上查的不一样，就会白跑一
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当初做访问量
第一的那个视频时，我一边做一边想下一个视
频做什么内容，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这一年
半怎么过来的。

在地点的选择上，主要是考虑时节。天津
值得旅游的地方太多了，春天踏青，夏天玩水，秋

天赏枫叶，冬天就找室内或是室外玩雪的地方。
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能在这座城市中观赏到。

记者：拍短视频有没有比较好的经验跟大

家分享？

陈鹏：我一般用相机来拍视频，调整好参
数，就跟手机一样。拍视频首先需要好的剪
辑，其次得有自己的风格，再有，需要在前几秒
就表达出你的中心思想，让大伙感兴趣。这几
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记者：现在有没有推荐大家玩的好地方？

陈鹏：我觉得在三个方向，一是室内，您如
果嫌室外冷的话可以在室内玩，室内能玩的只
能偏向于亲子类。另外就是滑雪类，天津的滑
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再有像节庆主题等
打卡类的，这些在五大道那里气氛比较浓厚。

记者：您对短视频行业怎么看？

陈鹏：短视频创作者很多，但优秀的创作者
很少。现在大家拿起手机就可以拍，拍的东西
不见得就能及格。我觉得大伙既然要是都想
看，内容需要精益求精，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对待
拍的每一条视频。如果想在众多的视频中脱颖
而出，还得有自己的风格以及见解。如果一上
来就光想着挣钱，要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觉得这
种事走不长远。做博主，归根结底是要分享，要
无私无偿地去分享，而不是就想去“恰饭”接广
告，或者是买东西带货，这样的思路是不对的。

能帮到别人很有成就感
记者：怎么考虑到做短视频的？

陈鹏：之前我开旅行社，也会经常拍一些游玩
的视频，做博主也跟我的主业搭边。另外，当时
也没有什么好的收入来源。因为疫情的原因，原
本很稳定的旅行社业务，突然之间从100一下就
变成0，它不是循序渐进的变少，昨天还能挣100
块，今天就是0，而且后面的日子都是0。我看不
见头，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尝试一些其他的
行业。旅行社线上业务还在，但是实体店不干
了，转线上了。

短视频从我认真持续更新到现在应该有一
年半了。我第一个发的视频也是塘沽的一片海，
这是第一个有认知度的视频，发完之后发现有人
跟我互动，自然而然就想去尝试这个行业。

记者：做旅行社和做短视频，您觉得哪个

对您来说挑战更大或者是收益更多？

陈鹏：自媒体收益会更多，因为这是一个方
向，我传统的门店生意现在不太好做了，就算开门
店，我也是靠互联网在售客，以前是靠微信，要说
以后的大方向还是要靠短视频的。现在短视频确
实挺火的，但它也有问题，那么多人都想进入这个
行业，能不能最终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就得看目的
和方法。

记者：做了短视频以后你有什么收获？

陈鹏：我收获了不少喜欢我的网友朋友，最
大的收获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最起码在天津市
有很多人出去玩，他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去看看
我的视频，去看看我介绍过的地点，能帮助到别
人很有成就感。比如东疆建设开发纪念公园，
第一次发现这个美景地，通过视频给大家介绍
出去，当时播放量就达到百万，让大家熟知了这
个景点。

记者：您觉得在旅游方面大家如何能躲开旅

游中的“坑”？

陈鹏：从旅行社的角度来说吧，要是大伙选择
旅游，反正还是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很多人
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这种往往都会踩坑。
旅游当中有一些套路，比如说跟团旅游，假如说你
报一个低价团，这些往往都是一些带坑的，比如带
购物的，或者带自费的内容，它看似很便宜，其实
它后面可能有陷阱。

记者：您的视频里记录了天津的美景，作为天

津人，您心中的天津是怎样的？

陈鹏：我是天津人，我爱天津这座城市。我会
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娱乐玩耍的地方，关注我的
网友90%都是天津本地人，每当景区里碰见网友，
大家跟我打招呼，说看到我的视频过来游览的，我
听了十分开心。天津挺好的，我希望天津以后越
来越好。天津的人文，天津的美食，天津的风土人
情我都很喜欢，将来我打算拍摄的内容不只局限
于天津，要走向京津冀。

● 将壁画珍宝留给后人
培养专业壁画人才迫在眉睫

鸣沙山旁、月牙泉畔的一片断崖上，留存着735个洞窟，
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历经千年，几度兴衰，悠久的
历史孕育出敦煌灿烂的文明，也为世人留下了最珍贵的艺术
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敦煌壁画向人们
展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技艺，涵盖了从十六国北凉至元
代的千年壁画，将近八个世纪的灿烂，留在了这一个个洞窟
中，是中国绘画当之无愧的基因库。

为了探究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
的，一代又一代美术人、考古人前赴后继，坚守在这片荒漠
上，一点一点揭开蕴藏在石窟中的秘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
坚持，才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丝绸之路上的东方神韵”。

由于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国西北干燥地区，加之年代久
远，如今莫高窟中的壁画面临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
等病害，现状令人担忧。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
认为，敦煌壁画的临摹是敦煌艺术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摹写对敦煌壁画艺术的风格、造型、色彩、技法的
研究，不仅为新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能，也使中国传统绘画
技艺的传承得以延续。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人才还太少，
“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的意义便显得尤为
重要。

据项目负责人、导师、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
赵栗晖教授介绍，该项目自2019年6月申请，于2020年得到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批准，可惜受疫情的影响，项目迟迟未
能展开。2021年7月，坐在从敦煌回天津的火车上，赵栗晖接
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项目可以开展了。
望着车窗外一望无垠的荒漠，赵栗晖心潮澎湃，这一刻他等
了太久。

近年来，敦煌壁画的热度逐渐升高，人们在感叹千年壁
画精美的同时，也在担忧着它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敦
煌壁画或许会永远消失在人们眼前，但它的绘画技艺却可以
世代流传，因此培养专业的壁画人才迫在眉睫。包括敦煌研
究院在内的多家院校都在积极申请人才培养项目，最终国家
艺术基金选定了天津美术学院，能得到这个机会实属不易。
而赵栗晖之所以如此坚持要申请这个项目，也与他个人的一
段经历有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栗晖本科毕业后，进入天津画院从
事美术创作。但探寻中国绘画的起源一直是他心中最大

的愿望，带着这份渴望，赵栗晖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初次
进入石窟的赵栗晖，被眼前色彩绚丽、造型丰富的敦煌壁
画所深深吸引。站在洞窟中央，周身被壁画所包围，赵栗
晖忽然觉得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敦煌研究院当时正在进行一项国家级工程项目，要完整
复制八个特级洞窟，这八个特级洞窟是从各个朝代中精选出
来的，具有极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平时并不
对外开放。恰巧在敦煌采风的赵栗晖在敦煌研究院老师的
引荐下，见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甫先
生。李振甫先生在看过赵栗晖的画后，问他，“你愿不愿意留
下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能得
到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赵栗晖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
来，在这片荒漠中，面对着月牙泉，守着敦煌壁画，一画就画
了两年。

敦煌壁画临摹专家邵宏江先生是赵栗晖的指导老师，从
敦煌壁画绘制所用的材料到绘画技法，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他，邵老师的倾囊相授令赵栗晖感动不已，时至今日，赵栗
晖仍觉得这段学习经历令他受益匪浅。

此次，“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赵栗晖再
次邀请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壁画专家李振甫、邵宏江、赵俊
荣，以及对敦煌壁画有着深入研究的天津美术学院杨德树教
授，担任项目指导教师，从全国报名的100人中选拔了15名优
秀绘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完成了线下31天的“中国传统泥
坯壁画人才培养项目”的授课计划。

赵栗晖表示“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意
在：一方面能够使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壁画绘制技法薪火相
传，在现存壁画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用泥坯绘制
技法复制壁画，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到数千年之
久的古代壁画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壁
画，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为后人提供材质上
的独特感受与材料研究依据，“这次挑选出的培养人才以
高校教师为主，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将
今天所收获的知识与技术继续传承下去，让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相传。”

● 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前往临摹
传承中国绘画艺术高峰的技术与人文价值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的
游客争相来到这里参观，这里更是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向
往的艺术殿堂。这次“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的线下课程就安排在这里，虽然已经不止一次来到

敦煌，但每次回到这里，赵栗晖总有不一样的感受。
站在曾经与之相伴两年的敦煌莫高度第220窟前，赵栗

晖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在这里临摹壁画的时光，仿佛就在
昨天。当年在邵宏江先生的指导下，赵栗晖迅速掌握了壁画
临摹技巧，随后李振甫先生安排赵栗晖进入敦煌莫高窟第
220窟正式开始壁画临摹工作。

敦煌220窟开凿于初唐时期，由大唐朝议郎翟通投资所
建，此后三百年，翟氏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着这个洞窟，至北宋
年间，不知是何原因，这里的壁画被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泥
层，画师在此地仗层上又画上了《千佛图》。随着风沙的侵
袭，石窟中的壁画逐渐剥落。直到1944年，壁画修复人员才
偶然间发现220窟中隐藏的秘密，绘制于初唐时期的敦煌壁
画才得以重现人间。

220窟的北壁绘制的是药师七佛以及宏大的唐代乐舞场
面，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胡旋舞。赵栗晖所负责临摹的就是
这幅最为精美的《唐代舞乐图》：“敦煌石窟220窟被誉为敦煌
莫高窟唐代洞窟之首，这里的壁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繁荣鼎
盛的唐代盛景，也让我们感叹古人绘画技艺的高超。直至今
日，美术界依然公认唐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顶峰，例
如我们所熟知的‘画圣’吴道子。220窟的画师虽然没有留下
姓名，但他们的绘画技艺在后人看来，同样值得膜拜学习。”

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目前留存下来的唐代及唐以前
的绘画真迹不足十件，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唐代画作也多为

后人复制而成。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4.5万平方米壁画为我
们提供了自北朝至元朝的佛教绘画真迹，填补了我国绘画史
的空白，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文化地位可见一斑。

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在艺术的召唤下，来到敦
煌，将这里的壁画临摹下来。也正是因为他们，才让后人在研
究敦煌壁画时有了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1941年，画家张大千来到敦煌考察，意识到这里是一座
非常宏伟的艺术宝库，于是立即返回上海，变卖家当，自制纸
张和颜料，在莫高窟摹写壁画两年多，大小临本近三百幅。

1942年，留学法国专攻西洋绘画的王子云教授率领西北
考察团奔赴敦煌，开展了调查研究和摹写，摹写了一批各时代
壁画代表作，完全按壁画现况忠实摹写。

1935年秋天，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偶然间在塞纳河边的
一个小书摊上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一直十分推崇西方绘
画艺术的他没有想到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就已
经有了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这让他大为震惊，也坚定了要去
敦煌的决心。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去了一辈
子。1944年，常书鸿先生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
究院），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着敦煌壁画的摹
写工作。

时至今日，经过几代美术工作者70余年的临摹实践和理
论梳理，敦煌研究院取得了对敦煌壁画造型体系基础性的研
究成果；接续前辈们的工作先后完成了第249、217、220、3、
275、419、45、276、320、285窟和榆林窟第29窟的摹写，并进行
了大规模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在国内外众多城
市举办展览近百次。

马强表示，近三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工作
都以整窟壁画的客观临摹为主要遵旨，现在的整窟临摹，
是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跨学科、跨部门协作，数十人分工
合作默契配合，发扬集体团队的凝聚精神共同完成：“段文
杰先生曾说过‘临摹是一门学问’，临的感悟，摩的技艺，通
过临摹能够表现出千百年来传承的艺术价值，不单是在艺
术语言上，更是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得到人格的升华。”

● 保护者与时间赛跑
利用科技留住历史赠与我们的宝藏

然而即使是再珍贵的东西，也终究逃脱不掉时间的侵蚀，
风蚀和沙尘使窟内壁画迅速恶化，许多珍贵的壁画现已残破
和变色。如何进行壁画的修护和保护工作，成为人们最关心
的问题。在2016年纪念敦煌莫高窟开凿1650年的业内研讨
会上，专家们遗憾地指出，最多再过1000年，敦煌莫高窟壁画
将会永远消逝在世间。

但仍然有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坚守在这里，付出自己的
一生，与时间赛跑，希望尽最大努力延缓敦煌壁画的消失。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63年自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
来到敦煌，在这里坚守了40余年，与爱人孩子两地分居长达
19年，被誉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80年代，樊锦诗有一次去北京开会，看到有人在
操作电脑，那个人告诉她图像储存在这里面就不会消失，这让
她感到十分惊喜，她想如果把这项技术引入敦煌莫高窟，那不
就可以将敦煌壁画“留”下来了吗？于是樊锦诗率先提出了利
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也首
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介绍，现如今针对壁画的常
用分析检测仪器设备多种多样，包括显微分析、高清及三维扫
描、色度分析、高光谱分析等各类光谱分析、X射线探伤分析、
偏光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激光拉曼分析、
扫描电镜分析、能谱分析、离子色谱分析、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分析等各类仪器设备。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新技术也逐渐运用
到了壁画保护中，如声发射技术、VR/AR技术、GPS/GIS/RS
等信息技术。此外，在壁画保护修复中，各类新技术与新材料
与壁画保护的结合以及壁画传统修复工艺材料的优化都是今
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包括纳米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材料等
新型材料在壁画修复中的应用；凝胶法、微乳液法等方法去除
壁画表面失效材料等。
“文物保护需要依靠科技。”苏伯民说，“在保护方面，我们

聚焦古代壁画、土遗址、数字化等方面的关键瓶颈问题。古人
做壁画结构非常讲究，工艺和材料历经千年仍然精美，因此，
只有从业十年以上的技工才允许对敦煌壁画进行修复。”

敦煌壁画是历史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宝藏，多少年来，
无数的“敦煌人”走上了寻宝、守宝、护宝的道路，但这份宝藏
也会像生命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我们无法永远
地留住它，那就只能尽力从时间的手中抢回它，让更多的人能
够见证它的美丽。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传承中国传统泥坯壁画

保护“墙壁上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