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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钟日朝 邱远英 钟秋祺

近日，仲秋的阳光映照着福建省龙岩市

武平县“百家大院”新修的庭院，在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中山镇，首期 22栋明清木结构建筑

拔地而起。这些独具特色的古建筑正日益构

成武平“百家大院”古建群雏形。

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工匠秉持匠

心，精雕细琢，正通过设计画图、斧凿锯锉、榫

卯拼装、古法修复，让一栋栋古建筑重获新

生，焕发光彩。

精打细算 建设雕梁画栋

68 岁的黄文水是武平“百家大院”古建

筑施工队中的班长，也是主墨师傅，负责图纸

设计和现场指挥。

黄文水 15岁师承民间木工大师，50多年

来他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成为执掌“篙

尺”的大木作匠师，常年从事古建工程建设，

致力传承和发扬中国古建筑技艺且卓有成

效，被评为江西省乐平市非遗传承人。

武平“百家大院”项目一号楼祈福阁耳

房，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需用到几千个木

构件，单立柱就要 160根。而黄文水说，房屋

的样子早就立在他的脑海里。

武平“百家大院”祈福阁耳房全部由榫卯

拼接，木料打眼位置、榫头大小都需要精确计

算。“耳房的每一根柱子上都有多个不同朝向

的榫眼，如果高度角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榫

卯不能贴合，积少成多，可能会使得整个房子

无法搭建。”黄文水严肃地说。

作为会设计、会做榫也会安装的全能型

师傅，黄文水需要在清单上把各个构件所需

的木材长短、大小、数量等数据一一标识清

楚。正因为有了黄文水精确设计和计算，施

工单位按清单订购木材，如今这座耳房上千

个构件已安装完毕，竟没有一根剩料。

精雕细琢 展现“百家”魅力

“做古建脑子要活，每个刀口的走向、深

浅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是雕刻师王楠修复古

建筑的“秘诀”。

武平“百家大院”主体是明清古建筑，一

些建筑的耳房则需要以古法雕刻木构件，从

而与主体古建相协调。王楠承担了一号楼祈

福阁耳房的雕刻工作，所需的雕刻件有几千

个，每个构件里的雕刻图样更是数不胜数。

在雕刻过程中，首先要画出线稿，然后打坯、

修底，最后修光成型。这里的每一道工序都

是手工完成，环环相扣，一个环节没有做好，

都会影响成品的效果。

“ 一 个 优 秀 的 雕 刻 师 傅 ，不 仅 是 雕 刻

家，还是画家、文学家。一件好的雕刻作品

可以传达出审美、文化、艺术价值，也体现

了一个工匠的心血。”王楠强调，一个雕刻纹

样包含的信息非常多，雕刻师傅必须专注于

细节。

雕刻的题材要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如二十四孝、三国故事等；雕刻的人物体

态、眼神要生动形象；周围的亭台楼榭、山石

树木要讲究远近疏密。正是这种“精雕细琢”

的态度，让王楠的作品无不精巧绝伦，处处绽

放古建雕刻的独特魅力。

精益求精 修复历史“记忆”

武平“百家大院”古建修复总负责人叶海

兵，从事修复古建筑工作十余年，有着丰富的

实践检验。他始终本着“修旧如旧”的宗旨开

展古建修复工作，严于标准，重在规范，在图

纸设计、施工技艺上精耕细作，在组装、安装

木构件上精益求精。

武平“百家大院”首期 22栋古建筑，大多

由他的团队负责维护和修缮。“百家大院”的

每一栋建筑都独具特色，都和中国的姓氏文

化相关。“古建筑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一座老房子可从工艺、审美、文化等方面解

读。”在修复古建筑过程中，叶海兵会根据构

件的损坏程度进行研判，从而对其进行修复

或替换，让每一栋房屋的门楼、屋顶，以及随

处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共同构成一幅具

有中国“百家姓”意蕴的图画。

在动工之前，叶海兵要在用材、规格上进

行细致的考量和测绘，“在细节上进行雕琢，

东家考虑到的和没有考虑到的，我都要考

虑。这些古建构件环环相扣，一个细节没有

做好，要替换的时候往往‘伤筋动骨’。做古

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国古建筑不仅是建筑，更是中国历史

的记忆和文化载体。新建筑不断涌现，古建

筑不断老去，留住它们是武平县一直在做的

事情。”“百家大院”文化组负责人说，每一栋

古建筑背后都有一个时期的文化，把古建筑

修复留存下来，既是工匠精神的传承，更是一

个地区文化记忆的保护。

阅 读 提 示

罗筱晓

在国内上映三个多星期后，《奥本海默》

的票房突破4亿元。

与刚过去的暑期档多部电影票房达到

20亿元以上相比，这样的成绩很不显眼。就

算是放在影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国内

上映影片的序列里，《奥本海默》目前的票房

也还排不进前三位。

不过，还有一些数据说明的则是关于这

部影片的另一部分事实。比如，它已是过去4

年来国内票房最高的传记片；比如，该片连续

6 天成为单日票房冠军，影院排片量出现逆

跌；比如，在国内上映后，《奥本海默》在豆瓣

网的评分一度上涨至8.9分。

著名导演操刀，集聚诸多大牌的演员阵

容，影片内容包含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制造过程……从“外包装”来看，《奥本海默》

很有好莱坞大片的气质，但只要对诺兰稍有

了解，就会知道这肯定不会是他的路数。

果不其然，3小时的片长，非线性多视角

叙事，密集输出的台词，无不是对观众耐心和

专注度的考验。甚至，与诺兰在中国最受欢

迎的电影《星际穿越》相比，《奥本海默》既没

有可以方便地抓住观影者注意力的“任务

线”，也缺少视觉奇观。

摆明了，这部电影就是要严肃地讲述一

个历史人物复杂的一生。

19世纪末的西方，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

们对娱乐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电影应运而

生。因此从一开始，“大众娱乐形式”就是电

影最基本的定位。100多年后的现在，受益于

越来越发达的电影工业，电影的娱乐功能已

相当强大。

不过，“娱乐”并非电影唯一的作用，就像

在追求视觉、听觉刺激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观

众渴望的是从电影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或

者思想上的开拓。与此同时，也有创作者擅

于借助影像的形式呈现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值

得被关注的话题与现象，希望以此表达观点

或带动讨论。于是，就有了严肃电影。

“如果拯救世界的前提是先毁灭世界，人

们该如何选择？”这是贯穿《奥本海默》始终的

主题。为了搞清楚一个人在时代、科技、伦

理、自身性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对这

个问题做出回答，观众既要投入情感又要动

用脑力，说实话并不轻松。这与人们习惯的

“休闲观影”模式相去甚远。严肃电影难获高

票房，也就不难理解了。

2015年，因执导影片排片量低，导演王小

帅愤而感叹“这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8

年过去了，商业片依然是院线的顶梁柱，不过

悄然间，过去常常拿下过半票房的好莱坞大

片风头减了一些，曾经只在“大早上和大半

夜”有排片的严肃电影和文艺片也能在“正常

时间”被看到。就在最近，以古诗文为主题的

影片《长安三万里》更是收获了超 18亿元的

票房。

情况的改变有很多原因，也有不少严肃

电影还在为回本、盈利而挣扎。但总的来说，

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电影的世界是

很大的，只要影片质量足够好，无论它的标签

是娱乐还是严肃，是商业还是文艺，总归都可

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对了，以我“二刷”的经验，如果你去看

《奥本海默》，等到片尾字幕出现时，有很大可

能性会看到很多同场观众久久不离席的场

景。这或许是由于大脑锻炼后感到疲惫，或

许是被影片震撼后需要平复，再或许，是在那

一刻，人们有了如杨德昌所说的“电影延长三

倍生命”的体验。

花3个小时，延长3倍生命

百年“面人郎”

匠心守护让古建传承文脉

新叙事与家国情新叙事与家国情
助国安题材电视剧助国安题材电视剧““破圈破圈””

本报记者 苏墨

日前，国安反谍都市剧《特工任务》一经播出，就引来众多

观众对国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热议。实际上，电视剧市场近

年来涌现出许多关于国安题材的高品质剧集，如《暴风眼》《谍

海追踪》《于无声处》《对手》等。《特工任务》则在题材扩容、人

物塑造、价值引导等方面，给当下国安题材行业剧的创作提供

了有价值的启示。

《特工任务》借助网络游戏这一备受当代青年关注的文化

载体，关联两个时空、构筑双重迷局，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交错并行中抽丝剥茧。通过题材的创新，国安剧消解了传统

反谍叙事的历史厚重感，不仅让故事更有感染力，也真实反映

了当代国家安全机构与境外间谍势力的斗争，释义新生代的

国安情怀，实现国家安全反谍题材剧作的“破圈”。

反谍案件的侦破是国安题材电视剧叙事的重心，国安剧

通常设置环环相扣又险象环生的多重悬念，加强悬疑氛围的

铺陈，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侦查体验。《谍海追踪》中双线追

踪，全程高智商的头脑较量，敌暗我明的设置让观众大呼过

瘾；《于无声处》时间跨度长达 30 年，贯穿了惊心动魄的悬念

叙事，用小人物的跌宕起伏折射出保卫家国的使命感；《特工

任务》里的一众案件彼此相连，当一个线索断掉的同时，新的

线索又会浮现，这种波浪推进式的悬念设置牢牢抓住了观众

的注意力。在国家安全的宏大背景下，不断上演的追踪与反

追踪、布局与破局、案件调查与针锋相对让剧中间谍与反间谍

双方的博弈充满了波澜起伏。优秀的国安剧剧情缜密不失格

局，多重悬念的设置让观众更具主动性地在乱象中发现线索，

在平静中找到涌动的暗流，带来更加有互动感和代入感的观

剧体验。

纵观国安题材反谍剧的创作语境，国安人员形象的立体

塑造也十分重要，只有将人物塑造得鲜活丰满，让观众更好地

走近人物，与剧中人物共情。《特工任务》为了强化与日常生活

的贴近感，该剧没有将国安人员“神化”，而是细腻地展现他们

在追寻真相的长线作战中的艰苦卓绝和非凡意志，以及藏于

人性中的命运抉择。与之类似的，《对手》在人物刻画上的维

度上也做到了横向与纵向的展现，不仅展现了以段迎九为主

的老、中、青三代国安干警的侦破工作，也深度描摹他们生活

中更具烟火气的一面。在这些优秀的国安剧中，每个人物都

是丰满而复杂的，感性与理性的抉择穿插其中，成为其戏剧冲

突的关键着力点。在剧集的精细描摹和现实表达下，隐秘战

线的国安英雄形象得以落地，进而以故事人物投射现实情怀，

勾连起观众更多的现实情感。

选择以人性的较量和情感的碰撞来引发观众的强烈共

鸣，让更多人意识到“身处‘反谍’的时代主题下，每个人都是

国家安全的守护人”,给观众带去切身的现实关照，这或许是当

代国家安全题材电视剧在观众群体中破局落地的密码之一。

9月 24日，“百年散步——
面人郎家族艺术展”在北京举
办。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6日。

本次展览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家族原
作首次公开展出，作品跨度近
百年，刻画了上世纪早期百姓
生活风貌、新中国成立后手工
业“黄金时代”的辉煌，也体现
了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思考与情
绪表达。展览以“面人郎”家族
不同时期的作品串联，对面塑
创作技艺的变迁与传承进行梳
理，共同探讨百年来文化语境
演变中，面塑对中国传统艺术
的影响与推动。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日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上，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项目通过审议，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7项世界遗产。这是全球首

个茶文化世界遗产。

景 迈 山 古 茶 林 位 于 普 洱 市 澜 沧 县 ，遗 产 地 总 面 积

19095.74 公顷，其中遗产区面积 7167.89 公顷，遗产区包含了

所有表现茶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的要素，包括保存完好、分

布集中、规模宏大的 5 片古茶林，面积 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

度超过 1000 棵/公顷，估算古茶树数量超过 120 万株，大多茶

树树高 2~5 米，较大的古茶树接近 12 米；古茶林的主人布朗

族、傣族等世居民族的 9 个传统村落；以及作为古茶林隔离和

水源涵养的 3 片分隔防护林。这三大要素组成了完整的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同时还有古茶林以外的耕地和林地等，不

仅完整反映了独特的林下茶种植技术以及相应的信仰和传统

知识体系，同时充分反映了遗产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关系，

具有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完整性。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

产普遍价值六项评估标准中的两项。标准Ⅲ——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

传统的典型例证。这一种植方式利用森林系统创造适宜的茶

树生长环境，并利用生物多样性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并提供

天然养分，持续生产出高品质有机茶叶，在当今世界规模化台

地茶种植园主导的背景中十分独特，显示出了对当今社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伦理和智慧。世居民族延续至

今的社会治理体系，独特的茶祖信仰、以“和”为核心的当地茶

文化、保护生态的村规民约，以及互敬互爱的风俗习惯，实现

了人与茶、人与自然的高度精神联系，保证了这种传统延续千

年并依然充满活力。

标准Ⅴ——申报遗产地是世居民族保护并合理利用山地

和森林资源的典范。世居民族利用因地制宜的土地平面、垂

直利用技术和村寨选址、建设技术等传统知识体系，通过以古

茶林为核心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的合理分配和可持续利

用，创造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

茶林外的智慧的山地人居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山地森林农

业文化景观的杰出代表。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于

2010年 6月启动，迄今已有 13年。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其确

定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荐项目；2021年 1月，国务院正式批

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作为中国 2022年世界遗产正式

申报项目；2022年 9月，在国家文物局的协调和指导下，顺利完

成了 ICOMOS委派专家现场考察评估工作。

记者了解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过程中，颁

布实施专项法律 3 部、规章制度 7 部，完成对现行 177 项相关

法律法规的收集整理工作，确保遗产要素保护管理工作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通过线上智能监测与线下人工监测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遗产监测系统，并制定了应急处置措施，做到及时预

防、及时发现和及时处置；建立了遗产地、行政村、自然村 3级

遗产阐释展示系统，设置近 200块保护牌和说明标识牌。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何以申遗成功?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百家大院”首期 22 栋明清木结构古建筑近日落成。来自全国

各地的 300多名工匠秉持匠心，精雕细琢，通过设计画图、斧凿锯锉、榫卯拼装、古法修复，

让一栋栋古建筑重获新生，焕发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