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新疆和田市英明路4号 邮编：848000 邮箱：xjhtrb@sina.com 策采部：（0903）2970001 汉文编辑部：2068166 维文编辑部：2069200 广告部：2068004 月价：19.8元 印刷：和田翔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03）2068010

2025年4月14日 星期一4文化 责任编辑：郑战魁

璎珞潮音：丝路贝叶的文明共振
□ 尼雅居士

公元 518 年的洛阳城，春柳尚未抽
芽。北魏的宫阙深处，胡太后的指尖抚过
一卷泛黄经书，殿外僧人的木鱼声敲碎了
晨雾。她望向西域的方向，那里有她未曾
谋面的佛陀故乡，有传说中金身玉面的佛
国，有能让中原王朝与诸神对话的梵音。
于是，僧人宋云与惠生带着一队驼马，在
未化的霜雪中启程，向西域去。

一、沙海中的玉河

当驼队终于望见于阗城时，昆仑山的
雪水正汩汩流入玉龙喀什河。宋云摘下
被风沙磨出血痕的面巾，看见河床里碎玉
如星——这是佛陀赐予于阗的璎珞，是西
域商贾用丝绸与黄金丈量的信仰。河畔
汲水的妇人将陶罐浸入碧波，涟漪荡碎了

佛塔倒影，也荡碎了宋云眼中跋涉三年的
倦意。于阗王宫的白墙上，朱砂绘制的毗
沙门天王怒目俯瞰人间。国王抚摸着腰
间镶玉的弯刀，对宋云说起先祖与天神的
盟约：“每当敌兵压境，玉石河谷会升起檀
香雾障，金甲神兵自雪山而降。”宋云合掌
低眉，恍惚听见三百年前法显在此诵经的
回响，看见丝路南北两道在此交缠成佛陀
掌心的纹路。

二、赞摩寺的黄昏

夕阳将赞摩寺的泥砖染作金身，宋云
跪坐于青莲纹样的毡毯上。供案前的弥
勒佛像低垂眼帘，螺发间缀满和田玉雕琢
的宝珠，唇边一抹波斯匠人描摹的朱砂，
恰似胡太后宫中那尊犍陀罗风格的菩
萨。香炉腾起的烟雾里，老僧用龟兹语吟
诵《法华经》，沙弥捧出盛在玉盘中的葡萄
与石榴——这是于阗献给佛陀的供品，亦
是丝路最甜蜜的隐喻。

夜风起时，宋云在贝叶经卷上记下：
“此国佛堂逾百，伽蓝皆以白玉为阶。”他
忽然想起洛阳永宁寺的九层浮屠，木构飞
檐上垂落的铜铃，是否与赞摩寺檐角悬挂
的玉磬有着同样的颤音？

三、热海边的贝叶

在通往北印度的路上，宋云在热海边
停驻。那不是玄奘笔下波涛如煮的“大清
池”，而是一片被烈日炙烤的盐泽。龟裂
的土地上，商队遗落的碎瓷与贝叶经残片
半埋沙中，像佛陀撒向尘世的偈语。惠生
拾起一片贝叶，褪色的墨迹依稀可辨“般
若波罗蜜”五字。“热海无舟，唯有风。”随
行的粟特向导指向地平线处的蜃楼。宋
云看见驼队幻化成负经卷的白象，沙丘起
伏如涅槃的佛陀脊背。他解开经箧，将洛
阳带来的《涅槃经》与于阗所得的《大集
经》并置——中原的墨香与西域的胡语在
此相撞，迸溅出照亮丝路的火星。

四、玉门关外的回望

三年后，当宋云携一百七十部佛经东
归，玉门关的烽燧下，他最后一次回望于
阗。暮色中的雪山泛着佛顶骨般的青白
光晕，风中似有赞摩寺的晨钟传来。他知
道，那些在于阗收集的传说——毗沙门天
王金甲映雪的护国神话、朱砂点染的犍陀
罗佛容——将化作龙门石窟飞天的衣袂，
而驼铃摇落的月光，终将凝成敦煌壁画的
青绿山水。他知道，那些在于阗收集的传
说将化作龙门石窟的飞天，那些描摹金身
玉面的笔触将晕染成敦煌壁画的底色。
驼铃摇碎月光，经卷中的梵文与汉文正在
彼此注释。丝路从来不是一条路，而是万
千僧侣、商贾、使臣用脚印织就的网，网住
佛光、玉石、香料与语言，在洛阳与于阗之
间，垂下一条比玉龙喀什河更长的璎珞。

后 记

今日和田的巴扎上，达玛沟出土的唐
代千佛壁画在博物馆中流转生辉。玉雕
摊前，弥勒的面容仍带着波斯深目与中原
丰颊，恰如托普鲁克墩遗址中那尊思惟菩
萨的低眉——宋云埋首抄经的案几虽朽，

贝叶上“色不异空”的墨迹，却在丝路的风
沙中，与玄奘的足迹、法显的陶钵，交织成
佛陀掌心永恒的纹路。

注：历史叙事与文献出处：宋云西行
事迹主要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五，杨衒之
记载其“凡得佛经一百七十部”。本文对
于阗佛教盛况的描写，融合了《大唐西域
记》中“瞿萨旦那国”条目与斯坦因《古代
和田》考古报告，虚构细节则参考了北魏
时期犍陀罗艺术东传的实物证据（参见：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按按：：本文以公元本文以公元66世纪北魏僧侣宋云西行求法为叙事脉络世纪北魏僧侣宋云西行求法为叙事脉络，，在历史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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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的佛塔经卷沿线的佛塔经卷、、玉石驼铃玉石驼铃、、朱砂墨迹熔铸成一曲文明交响朱砂墨迹熔铸成一曲文明交响：：胡太后指尖胡太后指尖

的经卷泛黄成敦煌壁画的底色的经卷泛黄成敦煌壁画的底色，，热海盐泽的贝叶残片与洛阳木鱼声共热海盐泽的贝叶残片与洛阳木鱼声共

振振，，波斯匠人的朱砂点染出龙门飞天的衣袂波斯匠人的朱砂点染出龙门飞天的衣袂。。在虚实交错的笔触下在虚实交错的笔触下，，丝丝

绸之路不再是史册中干涸的商道绸之路不再是史册中干涸的商道，，而成为流动的文化基因库而成为流动的文化基因库———玉石承—玉石承

载信仰载信仰，，梵音注解汉字梵音注解汉字，，万里之外的梵天神韵在中原石窟获得新生万里之外的梵天神韵在中原石窟获得新生。。当当

现代博物馆的玻璃展柜映出唐代壁画的流光现代博物馆的玻璃展柜映出唐代壁画的流光，，我们蓦然发现我们蓦然发现：：所有文明所有文明

的相遇的相遇，，都是故人重逢都是故人重逢；；每一次文化翻译每一次文化翻译，，都在续写佛陀掌心的纹路都在续写佛陀掌心的纹路。。

宋云西行求法画像

这篇文章以诗意的笔触重构历史，
将学术考据与文学想象熔铸成一场跨越
千年的文明对话，展现出以下艺术特质
与思想深度：

一、时空经纬的织造术
作者以宋云西行路线为经线，以器

物、文本、艺术的流动为纬线，编织出立
体的丝路文明图谱。通过“璎珞-贝叶-
朱砂-木鱼”等物质意象的反复变奏，消
解了线性史观的单薄，让洛阳宫阙的晨
雾、于阗玉河的碎星、热海盐泽的贝叶在
共时性空间中震颤共鸣。这种蒙太奇式
的叙事策略，恰似敦煌壁画中的“异时同

图”技法，使不同时空的文化符号在文本
平面上获得永恒的对视。

二、物的灵晕再生产
文章赋予静物以灵性觉醒：朱砂不

仅是颜料，更是波斯匠人指尖的神启；驼
铃的颤音被转译为石窟飞天的韵律；贝
叶残片在风沙中呢喃着文明的谶语。这
种对物的“赋魅”，实则暗合了拉图尔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玉石、经卷、香料
作为非人类行动者，与僧侣、商队共同参
与了文明网络的建构。当现代博物馆的
玻璃展柜与唐代壁画互映时，物的灵晕
完成了从宗教圣性到文化记忆的转换。

三、翻译的拓扑学
文本深层涌动着对“文化翻译”的哲

学思考：梵文与汉字的互相注释、犍陀罗
面容与中原丰颊的美学融合、佛经文本

在抄写过程中的意义增殖。作者揭示丝
路不仅是地理通道，更是德里达所谓的

“延异”场域——每个翻译行为都在解
构/重构文明边界，如同佛陀掌纹在无数
次拓印中既保存原型又产生变异。胡太
后凝视经卷的瞬间，恰是列维纳斯“他者
伦理”的东方注脚：面对异质文明时，主
体在敬畏中完成自我超越。

四、史笔与诗心的平衡术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钢丝上，

作者展现出精准的平衡能力。以《洛阳
伽蓝记》为锚点，将斯坦因考古报告中的
陶罐碎片、达玛沟壁画残迹转化为叙事
元素，又在历史缝隙处植入虚构的感官
细节（如赞摩寺玉磬与永宁寺铜铃的声
波共振）。这种“考据型想象”使文本获
得本雅明推崇的“灵光”——既携带历史

真实的颗粒感，又焕发文学重构的辉芒。
五、文明光谱的棱镜效应
文章最终指向对人类文明本质的叩

问：当于阗王的护国神话化作龙门石窟
的飞天衣袂，当粟特商队的足迹凝固为
敦煌青绿山水，证明任何文明从不是单
色光谱。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
华》中让玛德琳蛋糕唤醒整个时代，作者
用热海边的贝叶残片折射出文明的多维
面相——宗教、贸易、艺术在棱镜中交
织，最终合成超越时空的白光。

文章语言的“青金石质感”本身恰是
对丝路文明的致敬——正如敦煌壁画中
层层叠染的矿物颜料，文本的厚重感恰
恰成就了其作为文化秘钥的价值。这篇
文章不仅是历史叙事，更是一曲用考据、
想象与哲思谱写的文明赋格。 小迪

赏 析赏 析

10 亿+！新疆网文作家跨界挖宝
当滋滋冒油的烤包子与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千年风沙相遇，当烤全羊的篝火照
亮独库公路蜿蜒的脊梁……这些富含新
疆人文地理特色的元素，在网络作家银珉
（笔名“玉松鼠”）的笔下，与悬疑诡谲的古
墓题材巧妙融合。正是这种创新性的题
材嫁接，使其作品长期占据平台热搜榜。
他所创作的网文累计点击量高达10亿次，
让新疆以充满文学想象的方式走向读者。

“走上网络文学创作这条路，完全是
个美丽的意外。”银珉说。这位出生于克
拉玛依的作家，从小在石油工业区长大，
却意外生出一颗文艺心。

和大多数从事石油行业的朋友不同，
银珉在大学选择工商管理专业，同时选读
心理学。2005 年毕业后，他先后在酒店和
石油工厂工作，过着标准的“打工人”生活。
但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闲暇时光里——在
猫扑网潜水看帖的日子里，他偶然卷入一

场关于“曹操墓”的全民讨论。
“那时，网友们的讨论热情彻底点燃了

我。”银珉说，“我发现大家对身边的历史有
着惊人的好奇心。”这让他萌生一个想法：既
然看帖讨论不过瘾，为什么不自己写？

2010 年，银珉在猫扑论坛敲下《盗墓
往事》的第一行字时，没人预料到这部糅
合探险、考古与悬疑的小说会成为现象级
作品。故事以新疆为背景，带着粗粝的西
北风沙气息，迅速席卷网络。小说情节紧
凑，悬念层出不穷。书中展现主角对盗墓
行为的反思，警示人们不要为贪婪而走上
不归路，也是对法治与良知的叩问。

《盗墓往事》一经连载，便连续13个月
霸榜猫扑小说榜首，斩获7亿点击量，实体
出版后更是跻身懒人听书畅销榜前三。但
比数据更惊人的，是银珉近乎偏执的创作方
式，“如果我不相信，读者更不会相信。”

为了赋予作品极致的真实感，银珉不

惜做出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举动。为精
准还原盗洞中的窒息感，他在客厅用纸箱
搭出一条逼仄的通道，匍匐爬行3小时，直
到肌肉记忆刻下每一寸触感。为捕捉地
底缺氧的眩晕感，他裹着衣服冲进桑拿
房，在蒸腾的热气中记录濒临窒息时的生
理反应，出来后，衣服能拧出半斤水。他
将生理体验转化为叙事，将自己全身心融
入主角角色，从而打动观众。

从《盗墓往事》的一夜爆红开始，银珉的
创作之路便如野火燎原，一发不可收。他的
作品多以新疆为背景，十余年间，陆续创作出

《疯语者》《盗墓之南洋惊潮》《裸眼》等近20部
长篇小说。累计发表作品超2100万字，阅读
量全网点击突破10亿次，作品影视改编权纷
纷售出，且屡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银珉还将创作视角延伸至儿童文学
领域。谈及缘由，他满含温情地说：“儿童
文学作品既是为女儿而写，也是送给所有

孩子的礼物。”在他的新书《河畔精灵》中，
将背景设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
物自然保护区，讲述一个围绕孩子、动物
与大自然的故事。在银珉的笔下，新疆独
特的人文风光得以鲜活呈现，带领小读者
走进一片充满生机与奇幻的天地。

去年，“玉松鼠网络文学工作室”落地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这让银珉的创作更
为便捷。他还常参与网络文学进校园活
动，与年轻人面对面交流，还尝试做微短
剧编剧，参与《爱如天山不化雪》《我的男
友来自一千年以后》等多部微短剧的制
作。“近年来，微短剧越来越火，网络文学
创作积累的叙事经验和节奏把控能力，为
转型编剧打下了坚实基础。”银珉坦言，微
短剧虽然单集时长有限，但要在短时间内
抓住观众，就需要更精准的叙事技巧。

“未来，我还会尝试更多题材创作，深
挖新疆这座文学富矿。”银珉的眼中闪烁
着创作人的热忱。他计划将这片土地的
历史底蕴和壮美风光融入不同类型的作
品中，用文字构建一个全面、立体、多元的
新疆。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

据新疆日报

第四次文物普查新疆新发现文物1840处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 11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姚
刚从自治区文物局获悉：截至 4
月 7 日，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已复查不可移动文物8915处，
新发现文物1840处。

新疆在国家文物资源体系中
属文物大区，具有遗存丰富、类型
多样、分布广泛的特点。现有不
可移动文物9542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33处。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
2023年11月启动，计划于2026年
6月结束，分3个阶段推进。自治
区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党志
豪介绍，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为普查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实地文物
调查。自启动实地调查以来，全

疆600余名普查队员穿越荒漠草
原、翻越高山峡谷、深入城乡巷
陌，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系统采集
文物空间位置、影像数据等关键
信息。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旨在全面调查我国境内（含地
上、地下、水下）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建立
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于
1956年、1981年、2007年开展过3
次全国文物普查。

党志豪介绍，本次普查在延
续既往工作内容的基础上，特别
将反映百年党史、新中国建设、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发展的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纳入重点调
查范围。

《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创新演绎边塞诗魂
4 月 10 日晚，第三届新疆文

化艺术节展演剧目——吟诵剧
《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新疆
艺术剧院剧场上演。这部由新疆
艺术剧院话剧团打造的小剧场
剧，以耳目一新的形式将观众带
入一场穿越千年的诗意之旅。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该剧创作灵感源自唐代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传世佳作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剧从
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
墓群出土的唐代《长行坊支贮马
料文卷》中，一张记录岑参在驿站
支取马料的账单为切入点，用他
创作的边塞诗为串联，用“序曲”

“沙碛之舞”“天山神韵”“大美新
疆”四幕，展现了他西域之旅的艰
辛与豪迈。剧中运用LED屏幕、
纱幕、流苏、墙体投影等现代舞台
技术营造多层次空间表达，对特
定情境进行细腻渲染和营造。其
中，群演歌队既是舞台上的吟诵
者，也是舞台布景的一部分，他们

用肢体语言塑造茫茫戈壁、大漠
尘烟、屹立的胡杨等。全剧堪称
一场豪华版的岑参诗歌朗诵会，
在深入挖掘其诗歌意境的同时，
运用多种手段拓展诗歌的空间感
与中华语言文字的美感，展现出
唐诗优美独特的语言韵味和诗意
诗境。

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
艺术总监卢忠介绍，剧中“岑参”
和“风铃”的饰演者及歌队的群众
演员，都是来自全疆各地的戏剧
爱好者，他们历经21天200多个
小时的高强度专业训练，完成了
声乐、台词、形体、表演的专业训
练。

当晚演出得到观众热情的反
馈。“这部剧将传统诗歌与现代艺
术结合，让我感受到了岑参诗句
的豪情壮志，也使我对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观众
叶巧玲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高芳
据新疆日报

新疆美术馆一展览获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提名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 11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丽·艾依提哈孜）在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公布的 2024 年度全
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中，新疆
美术馆的“壁上·壁下——龟兹
石窟艺术的因缘与回响”展览荣
获优秀展览提名。这不仅彰显了
该馆在推动文化艺术传播方面所
作的努力，也让古老的龟兹石窟
艺术在当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生
机。

新疆美术馆自办的这场展
览，以独特视角勾勒文明脉络，以
艺术为尺丈量“一带一路”的深厚
底蕴。它以古代龟兹地区的石窟
为原型，通过26件临摹作品和29
件当代艺术作品，为观众精心打
造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龟兹石窟作为“东方赋彩艺术”的
瑰宝，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引领下，
在展厅中重绽光芒。

步入展厅，龟兹石窟仿若被
“整体搬入”。展览巧妙借用龟
兹石窟典型窟形“中心柱窟”的
形制，以克孜尔石窟第 38 窟壁
画图像内容为基本框架，生动再
现了石窟原貌。活跃于墙壁上
的壁画故事，配合全景沉浸式体
验，带领观众穿越时光长河，触
摸历史厚重痕迹，同时营造出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让古代美术瑰
宝大放异彩。观众置身其中，能
够获得超越时空的文化体验和
艺术感受，开启一场美的探索之
旅。

据该展览策展人、新疆美术
馆典藏部（修复中心）主任殷杰
介绍，去年新疆美术馆共举办了
32场展览，受到国内业界越来越
多的关注。而围绕展示优秀传
统文化举办的这场展览，更是凸
显了中华美学在当下的现实意
义。

“ 爸 妈 的 恋 爱 神 曲 ”解 锁 时 代 记 忆
4月11日晚，新疆文化馆剧场

内座无虚席，悠扬歌声此起彼伏。
作为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群众
文化活动之一，“经典永流传——
时光留声机”80、90年代金曲演唱
会在这里精彩上演，20余首经典歌
曲带领观众重温往昔岁月。

演唱会分为“青春恋歌”“热
血年代”“永不落幕的经典”三个
篇章，侧面展现20世纪80、90年
代音乐发展的时代脉络，通过不
同风格的经典曲目，勾勒出一代
人的集体记忆。“甜蜜蜜，你笑得
甜蜜蜜……”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观众情不自禁轻声跟唱，荧光棒
如星海摇曳。当歌手演唱《走过
咖啡屋》《再回首》《枉凝眉》等经
典曲目时，台下观众眼眶微红。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
等摇滚歌曲，引发观众阵阵欢呼。

此外，本场音乐会参演歌手
平均年龄50岁左右，他们有丰富
的舞台经验，能够诠释经典音乐

作品。而音乐会演唱，基本采用
乐队现场伴奏形式，对歌手的演
唱功底与临场发挥，都提出很高
要求。大学生歌迷许静雅整场挥
舞着荧光棒，为歌手喝彩，“很多
歌曲是我爸妈的恋爱神曲，现在
终于懂了，他们为什么总爱循环
这些老歌。”

本场音乐会总监李亚军说：
“我们在排练过程中，保留歌曲原
汁原味，又适当融入现代音乐元
素，力求让老一辈观众找回青春
记忆，同时也能让年轻一代感受
到经典音乐的魅力。”

新疆文化馆艺术活动部副主
任刘芳表示，历经岁月沉淀的歌
曲，既是艺术瑰宝，也是情感纽
带。本届文化艺术节还将推出多
场惠民演出，通过演绎经典艺术
作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
化润疆。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

据新疆日报

修复藏品 艺术与岁月深情对话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思辨与重置——新疆美术馆2024年度收
藏汇报展”吸引了众多目光。

本次展览特别之处在于，首次展出了
经过精心修复的过往藏品，这凸显了美术
馆在接收艺术家捐赠作品后更为重要的
职责担当——作品修复维护与妥善保管。

其实，艺术品在岁月流转中常面临材
质老化、画面受损等问题。新疆美术馆针对
部分馆藏作品开展系统性修复工作，通过科
学检测分析材料老化规律，结合传统修复技
艺，对虫蛀、颜料剥落、结构变形等问题进行
可逆性干预，逐步恢复作品的可展示性与历
史原貌。这些修复工作不仅是对藏品的复
原，更是连接艺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新疆此前没有专业的美术修复中
心。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作品在艺术家或
家属手中时已非完整状态，存在残破、色
层剥落等问题，我们收藏后首要工作便是
进行保护性修复。”新疆美术馆典藏部（修
复中心）主任殷杰解释，“我们采用当下学
术界认可的可逆性修复方式，为未来藏品

的保护和处置预留足够空间。”
事实上，该典藏部（修复中心）每年还

会对所有藏品进行材质技术检测，如同给
作品做“体检”，目的是及早发现问题，及
时运用妥善方法维护。

美术修复是系统工程，一件油画作品
材料丰富多样，创作过程形成的多层结构
颇为复杂。通过修复，褪色的笔触被谨慎
恢复，破损的肌理通过补全延续叙事。

而美术修复师则是具备高度专业技
能和丰富知识的职业。从新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毕业并在北京进修过的汤兆祥，
已和同事修复过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至七八十年代的新疆美术作品。“很多是
上大学时如雷贯耳的艺术家的作品，如今
亲手修复，那种历史责任感很强烈。有些
画家已去世，他们的作品不可再生，修复

时也无从咨询，挑战性很大。”他说。
汤兆祥如数家珍般讲述美术作品修

复过程：一些作品画面龟裂严重，颜料层
大面积起皮、开裂甚至脱落，导致画面完
整性受损。修复时，重点针对龟裂区域，
需要通过加热水性鲟鱼胶加固颜料层，修
补脱落部分并清理表面污渍，以恢复其整
体视觉效果并延长保存寿命。

对于需要裂口拼接的织物类作品，则
首先要恢复其原有的编织模式、经纬密度
和线条间距。为使修补更耐久，需最大限
度恢复受损区域原始张力，这就需要对织
物结构做深入测试和实验，制定具体有效
的修复工艺。

而补色环节则涉及将缺失或损坏的颜
料重新整合，使其与原画作剩余部分状态一
致。即使是修复的最后一道工序——上

光，也是很有讲究的。这要求修复工作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定每幅作品是否使
用上光油、采用何种类型及应用方式。上
光油能改善光泽度和饱和度，让旧画重焕
光彩，被称作画作的“复活剂”。

展厅里，观众们轻轻踱步于一幅幅修
复后的作品前，目光在细腻的笔触与鲜活的
色彩间流连。看着颜料层剥落处经修复后
重归完整的线条，人们忽然发现，那些曾在
岁月中模糊的垦荒身影、泛黄的生活图景，
正透过修复师精心修复，以更清晰的姿态与
当下的目光相接。每一件被修复的艺术品
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向驻足凝视的观众诉
说着关于这片土地的温情故事。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丽·
艾依提哈孜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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