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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中热爱生命，是世界上最困

难也最幸福的事”——这一句字幕，昨晚

起在社交媒体刷屏。这句话出自昨晚在

东艺首演的瓦赫坦戈夫剧院5小时话剧

《战争与和平》，这是今年3月去世的导

演图米纳斯担任该剧院艺术总监期间为

剧院100周年庆执导的大戏。

要在剧院里庆贺生命，要在剧院里

把生命的苦难埋葬，是图米纳斯的戏剧

理念。因而即便是托尔斯泰巨著《战争

与和平》这样波澜壮阔的史诗，且多次

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等，但是依

然挡不住图米纳斯导演版的夺目。因

而，即便要从晚上7时演出5小时至子

夜，依然一票难求，抵挡不住剧迷、文学

迷的脚步。他们要在现场、在戏剧氛围

里感受俄国卫国战争时期鲍尔康斯、别

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家族的

爱恨情仇，以及由此投射出的“战争与

和平”。

舞美和音乐，秉承了图米纳斯的固

有风格——灰色的大色块墙面，象征着

时代与环境的灰暗与渺茫，只有人的肢

体与情感跃动，为这样的氛围“点睛”。

年轻人的爱情，全都发生在这堵灰墙之

下；与此同时，战死的人都以一件件军

大衣替代——战争与和平的两条生活

线索也同时交织，最终依然赞颂了人的

伟大与坚韧。音乐情感充沛、动人肺

腑，为人物增色。整部剧目充满着诗意

的幻想。该剧在2021年于俄罗斯首演

之际，就获得“金面具奖”。图米纳斯历

来擅长改编文学名著——这也是欧洲

戏剧的传统之一。他以富有诗意的文

本、丰富的舞台象征和隐喻，展现了战

胜死亡恐惧、追求生命永恒的方式。对

生命意义的深度探索，并热烈地面对

它，是他的戏剧最为动人之处。

瓦赫坦戈夫剧院是全球最负盛名

的剧院之一。剧院创始人叶甫盖尼 ·瓦

赫坦戈夫，师从著名戏剧表演大师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图米纳斯自2000年起

担任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直至

2022年。他上一部席卷中国剧场界的

代表作，也是其在该剧院执导的《叶甫

盖尼 ·奥涅金》。 本报记者 朱光

5小时话剧《战争与和平》昨上海首演
图米纳斯为瓦赫坦戈夫剧院100周年庆执导的经典大戏

修复启动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

心，一册散页的《大藏经 ·甘珠尔》

正在修复中。这部古籍因严重霉

变已破损不堪。国家图书馆古籍

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介绍，这部

《大藏经》属于严重的一级破损状

况，修复工作不仅涉及表面清理，

还需通过药剂和精密仪器作深度

处理。另一册《通志》的修复更为

复杂，因微生物侵害，书叶纸质已

经絮化。一系列探索性的修复工

作，靠的是专家学者经年累月的伏

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资助。

这项古籍修复计划启动于

2021年6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与字节跳动携手，启动了“古籍

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致力于修

复珍贵古籍，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并探索古籍的活化利用。截至目

前，国家图书馆及其他9家国家级

古籍修复中心成功修复了《永乐

大典》“湖”字册、《瀛环志略》《西

夏文大藏经扉画》以及黄河舆图

绘本、样式雷图档、碑帖拓本等

104册珍贵古籍。

如今，二期项目启动，计划重

点修复国家图书馆藏现存最早版

本的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通

志》、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甘珠

尔》以及舆图、金石拓本等重要藏

品，还有近年新发现的陕西师范

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是

目前已知存世敦煌卷子中极少的

写经托裱麻布画。

科技助力
现代科技的引入，为古籍修

复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修复《永

乐大典》时，修复师利用现代织布

机复原丝绢封皮的工艺，这一创

新不仅提升了修复效果，也

为如今修复《大藏经 ·甘珠

尔》这样的少数民族文

字古籍提供了参

考。修复师还积

极开展科学

分析、材

料研发、模拟实验，通过传统技术

与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推进了

古籍修复的科学化发展。

二期项目的覆盖范围也进一

步扩大，面向全国征集古籍修复项

目。目前，全国已有29家古籍收藏

单位参与申报，经专家评审，首都

图书馆藏《皇朝礼器图》、浙江图书

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南京图书

馆藏顾炎武稿本《天下郡国利病

书》、陕西省图书馆藏宋刻元补明

递修本《碛砂藏》、四川省图书馆藏

明洪武年间开雕的《洪武南藏》等

珍贵典籍，计划纳入此次修复支持

范围。这些古籍将在专家的精心

修复下重现昔日风采，并借此进一

步挖掘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彰显历代古籍守护者藏书、

爱书、护书的故事。

项目还将重点培养民族文字

古籍修复人才，吸引更多人参与

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成为古籍

守护人。迄今为止，项目已在全

国范围内培训了107名古籍修复

师，修复了彝文文献《查姆》、天一

阁藏珍贵古籍、国家图书馆藏翁

氏藏稿等一批重要古籍。

古籍文创
如何让古籍摆脱“高冷”形

象，走进大众生活？自“古籍保护

与利用公益项目”启动以来，各方

致力于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等

形式，讲述古籍背后的动人故

事。这种创新传播方式，不仅拉

近了观众与古籍的距离，也让更

多人了解古籍的历

史与文化价值。

首部中华古

籍活化纪录

片《穿越时空的古

籍》，使社会公众特别

是小读者深刻了解古籍的

聚散流转与国家、民族的兴衰

紧密相连，中国典籍代代流传、生

生不息的传奇故事。

此外，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

程支持下，2023年2月，《永乐大

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向公众免费

开放。公众能直观了解《永乐大

典》的编纂体例、历史变迁、存藏

情况等知识，开创性地将为学术

研究服务与为大众普及古籍知识

相结合，古籍不再是博物馆中的

孤本，而成为大众可以随时了解

和学习的文化资源。

在国家图书馆线上文创旗舰

店里，一款书本造型的“永乐大

典”抱枕热销，网友发出买家秀后

表示：“针对失眠确实有效。”古籍

文创，是古籍活化利用的重要方

式，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举措。国家图书馆自2019年6月

以来推出了1500余款古籍文创产

品，涵盖“永乐大典”、敦煌等主

题，实现了从0到6000余万元的

文创经营收入飞跃。

未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将继续汇聚各方力量，

在古籍保护、价值挖掘和传播等

方面深化合作，吸引更多人参与

到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中来。通

过这些努力，古籍文创生态将真

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古籍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

彩。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古籍，曾被认为是“高冷”的存在，但

如今正借助新技术和传播手段焕发生

机。这不仅是赓续中华文脉的需要，也

是国家图书馆作为海内外中华典籍重要

收藏地，推动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重

要使命。本周，“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

目”二期在国家图书馆启动，又一批珍贵

古籍将走下高阁，“疗伤”之后以全新的

形式延续生命，焕发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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