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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千年壁画“活”了!

“传说山中住着一只美丽的神鹿，从来没有人
亲眼见到过它……”根据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九色
鹿”的故事改编的动画剧《神鹿与告密者》近日在线
上“云首映”，色彩鲜艳的敦煌壁画随着配音者的讲
述缓缓“动”了起来，再现并活化了这个简单又富有
深意的故事，“圈粉”更多年轻人走近敦煌文化。

《神鹿与告密者》等敦煌动画剧由敦煌研究院携
手腾讯影业、腾讯动漫联合出品，于4月13日起在微
信小程序“云游敦煌”首播并持续更新，每集不超过5
分钟，目前已有5集，故事均以敦煌莫高窟经典壁画

为原型。让千年壁画“动”起来的动画剧，在保留壁画
斑驳质感的同时，为屏幕前的观众增添了身临其境
之感。观众不仅可以观看和分享动画剧，还可以挑选
角色，深度参与到动画剧的配音和互动中。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敦煌文化绵延千
年，如何更好地走近大众、打造敦煌文化的时代新
坐标，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我们将不断丰富

‘云游敦煌’的内容，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专业
不乏生动的讲述，解读并传播跨越千年的壁画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敦煌文化。”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博机构牵手动画、
游戏等新兴业态，数字化手段为传统文化的活化利
用和传播带来新的契机。

“动画剧等创新形式进一步拉近了敦煌文化与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距离。”腾讯集团副总裁
程武说，随着“科技+文化”融合趋势的不断深化，腾
讯将利用科技手段和内容创意的优势与更多文博
机构展开合作，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 据新华社

喜欢历史地理的小朋友，想必你是
喜欢看由北岛主编的，由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唐晓峰教授专为青少年读者撰写
的中国历史地理入门图书《给孩子的历
史地理》。但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要深入
更丰富地而又有趣地去了解中国各地
的历史地理就还得借助一些其他有针
对性的读本了。如你喜欢敦煌，那就得
试读一下由苏小芮著绘的读本《敦煌·
中国历史地理绘本》了。苏小芮，中央美
术学院推免硕士。广阅名家文献、深入
实地考察，对敦煌莫高窟有深刻理解，
是一个颇为对敦煌文化有专业素材积
累的著绘者。

该书一开始是从河西走廊（约公元
前1500年）开始讲起，从荒芜的雅丹地
貌到20万人口的城市，接着也从汉朝，
唐朝和明朝具有重要的历史朝代去简
述敦煌的历史，最后就讲到了21世纪的
敦煌文化。该书其中以288条大类别的
知识点跨越学科壁垒去综合理解我国
灿烂而辉煌文化。其中还有神话的色彩
的讲述，给举世叹为观止的敦煌与莫高
窟染上了惊心动魄的传说色彩。

此外，作为一本绘本，不仅仅生动
形象地将敦煌文化以精美多彩的绘本
去展现给读者们，此书更是具有权威性
和专业性的，此书的亮点是得益于权威
编委会和审稿专家的多次审校，使得书
中的每一句话、每一幅图都是有出处
的，你比若说，书中就有不管讲到香料，
还是宝剑、盾牌，还是酒杯、宗教建筑都
是一方面用了绘画制作，另一方面也在
同一页的绘画作品中插入相对应的真
实文物，让读者可以更为了解真实敦煌
的一面，让读者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

而最有趣的是，作为关于讲述敦
煌历史、地理、军事、建筑、壁画艺术、
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创绘本，一方面
可让我们读到深入了解粉本绘制法，
另一方面作者也还另辟蹊径地用讲故
事形式铺开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小女
孩无意间捡到的一枚石头开始：在作
者绘制的老石头有可爱一面之余也是
长成一副“老人脸”，像老神仙被小女
孩自沉眠的旧梦中唤醒，这石头是象
征敦煌的形象，石头和小女孩就这样
将纵穿数千年的敦煌历史画卷渐渐展
开。让读者读到这片土地历经纷争战
乱的沧桑，也经历过繁华盛世，还留下
了200余幅手绘稿诠释敦煌之美。在书
中，重要的还是在这些插图放在书中
的“旅行笔记”中，这让读者都有详细
说明敦煌实地到哪座窟中的那幅壁
画，实为是可以作为一本学生或大人
带着出游的旅游导航书啊！

最后你喜欢动物的话，你可以一
睹白马等动物，但笔者较为喜欢敦煌
最为代表性的骆驼了，在书中作者可
是用了两页纸一大版面讲了骆驼，其
中作者还在大型的骆驼绘画中附文：

“一开始，我感到很孤单，但渐渐地，我
见到许多新鲜的景色，也结识了不少
新的伙伴。”作者就是以温柔、简单、细
腻的笔触，描绘出敦煌跨越千年的故
事，这里的骆驼形象，也无不是象征敦
煌的发展史。

从荒芜的雅丹地貌到20万人口的
城市，从陶土时期到21世纪，陪伴敦煌
一步步走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景呈
现敦煌的前世今生，一本书，一个小女
孩和小石头的故事，让孩子看懂敦煌。
这本绘本是解释了敦煌为什么被称为

“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当然，如果你想更深入研究敦煌文

化，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文献可以提供帮
助的。而笔者最近读的另外一本《我心
归处是敦煌》，该书就是“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老奶奶的一部自传，该书由译林
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发行，颇有一个研
究者对敦煌的专业研究，也表达了樊锦
诗老奶奶对敦煌的爱。

与河流常年相伴的，不过是这些
杂乱的花草碎石。我们这些借以某种
名义来的人，往往都是不速之客，像
深更半夜的闯入者，有时候带着敬
意，有时候带着随性，有时候却只顾
惘然，谁又能真正地走近它们呢。

站在高处的植物依旧挺拔，绵延
伏地的小草，也丝毫不见自卑，因为
靠近河水的原因，不用担心它们的成
长中是否会遭遇各种不测。树木花草
遍地都是，它们总是用更亲密的姿态
缠绕依存，即使偶尔有株植物，悄悄
远离集体，也会被身边逐渐长大的手
臂轻轻揽在一起。我有时候想，人类
之间的蔑视嘲笑不屑与植物的和睦
坚韧友爱比较，简直可叹可怜。不同
的植物之间，从来没见过一株高大或
俊美的，嫌弃一株细小或丑陋的，它
们都把根扎在大地上，表面看各有各
的特点，但地下却也是相互交错，不
分彼此，相互爱着。比如遍地的狗尾
巴草，见缝就长，或者夹杂在一片玫
瑰丛里，或者长在路边，被踩踏后，却
又很快长出来，还总是顶着沉甸甸的
脑袋，在风里尽情摇摆。

初春时，河水表面的冰层在几个
暖日后忽然断裂，融化，空气里似乎
有了爆破声音。遍地都是浅黄的绿，
它们层层叠叠向外铺开，河床边的迎
春花早已绽放了，只剩几只花瓣还零
星地挂在枝条上，柳树的腰身一天比
一天展的更开，其他草木们也顺着地

表不断扩张，有点争先恐后的样子。
有次周末下午，阳光明媚，我顺着河
流的方向大踏步地行走。远处的河水
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老远看去，
似乎是无数的鱼儿在嬉戏跳跃。由于
河岸高低不平，我只能顺着一棵巨大
的柳树转着，再沿着柳树裸露的根移
动向前，然后从大约两米多高的地方
跳下来。对于一个常年坐在电脑前四
肢僵硬双眼发涩的人来说，这是需要
勇气的，幸好下面是柔软的细沙。细
沙白净，又含着星星点点的金色银
色，抓起一把，慢慢松手，看着它们从
手心里流失。

整个河滩里是泛着白光的石头。
十几米外，便是河水，没有什么可以
阻挡我奔向河水的脚步和喜悦。蹲下
去，双手掬起一些水，瞬时手心的纹
路也清晰摇晃起来。秦岭倒映在远处
的水里，由于初春，绿色并不深，整个
河流散发着青色，颇有些冷峻。河水
流着，发出“哗哗”的声音，河床边的
一切都动了起来，在水里摇曳。栖水
而居者，开始在一个季节里重生，它
们呼吸着，释放着被河水滋润的生
命。太阳渐渐偏西，波光浩渺，如同无
数的碎金跌落在河中。

春风在河岸游走，与我的身体摩
擦，它驱走的不仅是冬日的寒气，更是
一种被寒气包围太久的暮气。天色将
晚，我带着几个白色青色的碎石归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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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后来者。
当我知道它的

时候，它已经奔腾不
息了几千年。从我
家出发，走过两站
路，朝南几百步，便
到渭河了。即使这样
近的距离，我还是愿
意把这两站路从脑
海里删去，只是为了
把渭河和我密切联
系起来，一厢情愿地
实现我诗意和浪漫
地栖居。

与这条河相邻
已近二十年。起
先，我只知道渭河
是黄河最大的支
流，并不清楚它的
来龙去脉。常常去
河边行走，看它远
远的逶迤而来，又
流向远方，心中常
常感觉天地苍茫。

我天生感性，尤其对地理知识知
之甚少，某天，面对渭河，忽然来了兴
致，回去后在地图上找出它流经的地
方，然后在一张纸上，用笔弯弯曲曲
地划出一张渭河流向图。渭河始从甘
肃定西渭源县鸟鼠山，经陇西县，武
山县，到天水市后，过牛头街，流入陕
西宝鸡，再过西安，到潼关流入黄河，
一路经过22个县市。

每一条河流都有它的历史。资料
记载，公元前647年，晋国遭遇旱灾
后，五谷不收，晋惠公向秦国求救，秦
穆公派大量船只运载万斛粮食，由秦
都雍（今凤翔县南），沿渭河自西向东
五百里水路押运粮食，后横渡黄河，
直送晋都绛城（今山西侯马）。滔滔渭
河上，运送粮食的白帆飘荡在水面，
它们首尾相应，场面宏大壮观，也因
此被称为“泛舟之役”。这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水道
上运输的重大事件。后来，汉、唐分别
定都长安，又是渭河承载，运送了一
只又一只的粮船。《诗经》里多处写到
渭河，其中著名的《蒹葭》中的“在水
一方”就指的渭河。《诗经·大明》写到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
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
止，大邦有子。”其中就说文王的新娘
家住渭水河岸旁，是个好姑娘。

此刻，我面前的这条河流，像一条
银白色的缎带在河床里静静流淌。这
是渭河长度中的一段，也是渭河几千
年历史中的一段。从横亘不变的秦岭
脚下，从树木苍翠的根须旁边，从沟壑
群崖逼仄的缝隙里，渭河水一路吟唱
一路奔走流淌。但时间永远在你看不

见的地方消耗着世间万物，一条河流，
也逃不脱日渐消瘦的命运，曾经千帆
过尽的场面早已不复存在了，曾经波
涛汹涌的气势也渐渐消散了，在日复
一日的流淌中，渭河水坚守着也溃败
着，显示出无尽的肃穆和苍凉。

我经常漫无目的的在河边行走。
一次暴雨之后，平日络绎不绝的河堤
和公园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河从远
方汹涌而来。站在河岸的最高处，看河
水浩浩荡荡，急剧翻滚，我的内心莫名
的升起一种敬意，也许这样的磅礴才
是河流本该有的模样。一些轻飘的弱
小的枯枝杂草，还有一些肉眼无法辨
认的黑乎乎的物体，被河水裹挟着，顺
着河水一起向前奔涌。河流上空，几只
白色的鸟，一边叫着，盘旋着，偶尔翅
膀掠过泥浆般的河水，似乎在挑战水
流的速度，但即刻又向河对岸飞去，落
在一片密实的芦苇丛里。河对岸的高
楼，在阴翳的天色中下沉，远处的秦岭
山脉也逐渐模糊起来。下过雨的小路
湿滑绵软，我沿着小路慢慢下去，企图
靠近河水，但一条写有“此处危险，严
禁靠近”的牌子拦住我的去路。我只有
服从，尽管我的内心有着强烈的欲望，
想靠近河流，听它的咆哮和怒吼。

站在岸边沉默许久，一种庄严就
在眼前。这滔滔河水啊，让我相信，每
个生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喜
怒哀乐。

我悻悻然地转身，既然不能近距
离接触河水，不如远观，把视线投向
远处。我是与河流反方向行走的，我
的反向不是抵抗，仅仅是一种按部就
班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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