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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烟囱、锯齿形厂房屋
顶、裸露着红色砖块的墙面……
走进江西景德镇陶溪川陶瓷文
化创意园，老厂房里是一间间充
满艺术气息的创意工作室，是很
多陶瓷爱好者的“造梦空间”。

“这里原来是景德镇国营宇
宙瓷厂的老厂房，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
渐走向衰败，最后厂区停业荒
废。”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
力说。

荒 废 的 老 厂 房 该 如 何 利
用？“老瓷厂是‘瓷都’历史的一
部分，我们想留住它。”刘子力
说，2013 年，景德镇以国营宇宙
瓷厂为核心启动区，打造陶溪川
陶瓷文化创意园。经过 3 年的
精心设计、打磨，2016 年 10 月，
陶溪川正式开业迎客。

“陶溪川的真实是它最吸引
人的地方。”刘子力告诉记者，在
改造过程中，项目组保留了 22
栋老厂房，将瓷厂原有的烧炼车
间改建为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
馆、美术馆，将原料车间变为陶艺
体验空间。这里的每一栋房子、
每一台机器，甚至广场上铺设的
每一块窑砖，都是原来就有的。

从外表看，老厂房、老窑炉、
烟囱、水塔依然耸立，但它们的
结构已经改造，功能和业态重新
塑造。老厂房“生长出”透明屋
顶，变身为一间间创意工作室和
美术馆，全国各地的“景漂”青年
在这里聚集，国际化的高水平艺

术展和文化交流活动经常在这
里上演。

工业化时代，陶瓷产品可以
批量生产了，传统的陶瓷艺术何
去何从？如何让现在的年轻人
爱上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了唤
起年轻人的陶瓷梦想，陶溪川把
原来老瓷厂的窑炉车间改造成

“邑空间”，免费提供给年轻创业
者、艺术家展销自己的陶瓷作
品。

位于陶溪川的凡华造物陶
瓷饰品工作室起初是由“邑空
间”孵化而来。记者在工作室看
到，翠绿的“葫芦”、金黄的“桂
花”、多彩的“祥云”在灯光照耀
下更显精致。“这些陶瓷饰品是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用泥土
烧制而成的。”32 岁的工作室负
责人周雄昊说。

“大学期间在学校学习瓷
艺，一次在陶溪川春秋大集展览
期间，看到有人戴着陶瓷项链，
从中受到启发，就想生产让年轻
人喜欢的陶瓷饰品。”周雄昊说，
由于工作室生产的陶瓷饰品新
潮，很快便得到市场认可。经过
几年发展，工作室的生产厂区已
由原来的 6 平方米发展到 2000
多平方米。

在建筑面积只有 8.9万平方
米的陶溪川，目前已为 1.7 万余
名青年创客提供了展示平台。

“我们希望陶溪川能成为年轻创
客和艺术家的‘造梦空间’，只要
热爱陶瓷艺术、有梦想，这里就
能成为他们的家。”刘子力说。

（据新华社）

景德镇陶溪川：

陶瓷爱好者的“造梦空间”

在 村 民 眼 里 ，唐 以 金 很
“愚”。这位 77 岁的老人是广西
桂林市全州县全州镇邓家埠村
人，10 多年来倾尽家产“复活”
一座座古民居。

“ 愚 公 移 房 ”的 故 事 ，在
2009 年唐以金买了一批房子中
开篇。位于全州县永岁乡和好
铺村的清代古建筑群，因修建高
铁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地处湘桂走廊的全州县，在
2000 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
独特的古建筑风格。和好铺村
14 栋古民居占地 2600 平方米，
是结构精巧、雕梁画栋的建筑
群，这些让 16 岁开始学木工的
唐以金深深着迷。

“前辈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
不可再生了。”唐以金计算，这建
筑群有 1000多根木头，要 200亩
土地种 60 年的树木才能满足工
程的木工用料需求。他决定买
下再整体搬迁。

真正拆解时，是一场智力与
手艺的考验。虽然这组古民居
并未列入文保单位，但唐以金严
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进
行拆除，并请相关部门进行现场
指导，每拆一个木构件都拍摄影
像资料。

“拆解古建筑必须懂得榫卯
结构的奥妙，如果强行拆除，损
坏的榫卯结构就无法复原。”唐
以金意外发现其中蕴藏的“密
码”，每一个榫卯结构的结合部
位都有先辈工匠用竹笔留下的
标记索引，标明何处与何处连
接。

为了这些房子找到“新家”，
唐以金跑遍全县。他以置换自
家 6 亩田地和出资方式定下灌
阳河西岸的新址，“这里没有路
就修了一条路”。2010 年，他开
始按照 1:1修复古建筑。

2年后，用 40多天拆解下来

的数万个构件，“拼成”一座座青
砖青瓦飞檐翘首的民居在灌阳
河西岸伫立。“复活”100 栋古民
居的愿望，在这位老人的心中种
下。

这个心愿意味一辈子好不
容易在建筑业积攒的财富，将在
数年内尽数投进守护古民居的
梦里。过去几十年，老伴黄让英
跟着唐以金在工地上，两口子吃
了不少苦。黄让英说：“刚开始
家人都是反对‘复活’古民居的，
后来看着这个老头实在可怜，我
们得帮帮他。”

当“搬”来的房子越来越多，
这片土地“长出”数千平方米的
建筑群。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于 2015
年正式挂牌。“我有些地产，最后
卖掉也来做这个事。”唐以金说，
至今已耗费约 8000万元。

“我不是这家博物馆的拥有
者，只是一位管理者。”白日里，
唐以金和黄让英接待免费参观
的游客；晚上，下班回来的小女
儿和小女婿与老人分居建筑群
两端不起眼的房子里，终年守护
这些建筑。

在博物馆展区外堆放的建
筑材料如一座座小山，那是没来
得及重建的 10 多栋房子。多年
来与时间赛跑的唐以金，如今不
得不放慢脚步。随着年事渐高，
唐以金的身体渐渐衰弱。

“我每天早上就喝一点茶，
中午吃一点饭，尽可能把日常开
销降到最低。”唐以金说，自己想
把最难的事做完，未做完的事留
给以后的管理者，一代一代接力
守护。

博物馆取名“思源”，寓意
“饮水思源”。在这位年过古稀
的老人看来，文物保护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 （据新华社）

“复活”古建筑群的人

据新华社电 2021 中国国
际大学生时装周近日在京开幕，
以“智变”为主题，77 所中外院
校的毕业生参与其中，共有专场
发布 35场。值得关注的是，国潮
成为很多年轻设计师不约而同的
选择，聚焦传统文化、关注中国时
尚，时装周“刮起”国潮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尚，年
轻人爱国潮。从传统纹样到非
遗技艺，大学生时装周上，国潮
主题浓郁。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
国现有超 18 万家企业名称或经
营范围含“服装设计”的相关企
业，超过 66%的相关企业成立于
五年内。百度搜索不久前发布
的《百度 2021 国潮骄傲搜索大

数据》显示，近十年，“国潮”相关
搜索热度上涨 528%。近五年，
中国品牌搜索热度占品牌总热
度比例从 45%提升至 75%，服饰
是搜索热度增长最快的几大品
类之一。

本届大学生时装周上，越来
越多的年轻设计师关注以及运
用国潮元素，立足本土，传递文
化，张扬个性。从年轻设计师的
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更多
融入衣着和生活方式中。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
张庆辉介绍，大学生时装周已成
为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的孵化
器，激励新生代设计师走进市
场、贴近市场，通过创新创造，为
中国时尚产业注入生机。

大学生时装周“刮起”国潮风

55月月 1818日日，，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
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全市各文博单位推出种类众多的上海全市各文博单位推出种类众多的““文博大餐文博大餐””，，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随着
意大利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宽松，意
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博物馆和文化场所重
新开放，而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的罗马
也迎来游客回归。

当天上午，新华社记者在位于罗马市
区的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看到，虽
是工作日，展馆内却有不少参观者，售票
处也不乏排队等候的人群。游客中既有
成群结伴的年轻人，也有一些老年人，踱
步欣赏着展出的艺术品。

前来参观的游客米尔塔告诉记者，再
次回到这里的感觉很奇妙。“就我个人而
言，经过一年的间隔再次来到博物馆，我
既感到陌生，又感觉好像从没离开过。”从
事艺术行业的她表示，虽然疫情期间一直
在以其他方式接触艺术，“但都比不上实
实在在地站在艺术品面前”。

疫情封锁给各大博物馆带来极大考
验，游客回归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对
此，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
侯瀚如告诉记者，与其将疫情看作一个

“生存考验”，不如把它当作一次积极创新
的机遇。

“实验精神是我们展馆最重要的理念
之一，因此面对新形势，我们也在不断尝
试新的行事方法。疫情闭馆期间，我们鼓
励策展团队和工作人员将内容以不同的
形式带到线上，举办线上展览、讲座和藏
品讲解等，并很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
话网络。”他说。

“我们从未与世界有这么广泛的联
系。通过线上活动和社交媒体，我们获得

了超过 1500 万名线上游客。这是我们通
往世界的一次机遇。”侯瀚如说。

据他介绍，去年 6月，为庆祝国立二十
一世纪艺术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博物馆举
办了一场“线上马拉松”对话活动，邀请了
约 50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策展人、
设计师、建筑师和评论家等参与线上讨
论。“我们在线上成功举办了这次活动，这
种形式甚至更富成效，内容也更加密集。”
侯瀚如说。

当天，在罗马市中心的博尔盖塞博物
馆门口，刚参观完博物馆的路易莎告诉记
者，她这次的参观体验与以前不同，有入
场体温检测、保持安全距离和相对减少的
参观人数等。“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
要。”路易莎说，“博尔盖塞博物馆是我最
喜欢的博物馆之一，我曾在学校集体参观
中来过这里。经历过疫情冲击后做一些
让生活回归正常的事情感觉非常好，再次
走进这里我激动得快哭了。”

40 岁的安东尼奥是一名银行职员，新
冠疫情以来他每周只有一天去办公室工
作，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帝国广场是他每次
上班的必经之地。他告诉记者，能够走出
家门欣赏他所在城市的历史古迹，有助于
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意大利当前面临的
挑战。

“我们对疫情带来的一切变化很容易
感到沮丧，但当我们走出家门看到这些历
经数千年风霜洗礼的古迹，我们能深刻体
会到，罗马曾经遭遇过瘟疫、自然灾害和
战争，但这个城市仍然屹立于此，而我们
也 将 战 胜 这 次 疫 情 。”安 东 尼 奥 说 。

（据新华社）

““再次走进博再次走进博物馆物馆
我激动得快哭我激动得快哭了了””

——意大利博物馆迎来游客回归

55月月 1818日日，，文保工作者向观众介绍古瓷器修复知识文保工作者向观众介绍古瓷器修复知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这是这是 55 月月 1818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卡皮托林博物馆拍摄的一处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卡皮托林博物馆拍摄的一处
展厅展厅。。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王子午鼎，兽面纹罍，郑
公大墓和郑国宗庙祭祀遗址出土的成组
青铜礼器……《中原瑰宝——河南出土夏
商周文物特展》18 日起在天津博物馆展
出，天津市民将在未来 3 个月内一睹来自
河南省的 180 件夏商周时期珍贵出土文
物，感受上古中华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这次展出的文物中，无论是庄重典
雅的青铜器还是莹润精美的玉器，都彰显
华夏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本次展览策
展人黄娟说。

《中原瑰宝——河南出土夏商周文物

特展》共分为“夏后立国”“大邑殷商”“宅
兹成周”“逐鹿中原”四个单元，从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展示了夏商周时期的社会
生活面貌。

“通过出土器物追溯三代文明，让博
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对于丰富我们的
历史文化滋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
感，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具有重要意义。”天津博物馆副馆长白
俊峰说。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天津博物馆与河
南博物院联合主办，将展至 8月 18日结束。

180件夏商周时期珍贵出土文物在天津博物馆展出

据新华社电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
博物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影响的情
况下，2020 年度我国博物馆推出陈列展览
2.9 万余个、教育活动 22.5 万余场，接待观
众 5.4亿人次，网络观众数以亿计。

18日，2021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 主 会 场 活 动 开 幕 式 在 首 都 博 物 馆 举
办。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表示，我国博物馆体系布局不断优
化，“十三五”以来我国平均每 2天新增 1家
博物馆，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
5788 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达 1224
家，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
系基本形成。

2021 年“5 ·18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这一主
题不仅聚焦于博物馆在理念机制、运营发
展、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思考，也关乎后疫
情时代，博物馆如何在社会、经济、环境等
多方面挑战下，寻找新定位，探索新模式，
作出新贡献。”李群说。

开幕式上，2021 年度“最具创新力博
物馆”和第十八届（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揭晓，“万年
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开幕。
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开
展数千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
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2020年5.4亿人次“打卡”博物馆

55 月月 1818 日在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陶瓷馆拍摄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鸟日在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陶瓷馆拍摄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鸟
纹壶纹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关 注

55月月 1818日日，，参观者观看展出的不同类型的手机展品参观者观看展出的不同类型的手机展品。。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