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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昱骅报道：5月1
日—3 日，第七届“惠民杯”新疆围棋
公开赛暨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新疆
业余围棋队选拔赛在昌吉体育场举
办。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疆600多名围
棋爱好者参赛，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竞
技智慧交融的体育盛宴，展现了围棋
这项古老运动的魅力。

纵横十九道，黑白方寸间。比赛
中，棋手们展现出了自信、勇于挑战的
拼搏精神，他们时而低头沉思，时而双
眉紧蹙，黑白双色棋子交替落盘，比赛
氛围紧张激烈。

参赛选手高含昱竹说：“我参加的
是公开组比赛，对手的实力都很强，希
望通过比赛切磋棋技、积累经验，同时
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关注围棋、热爱围
棋。”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自治区围棋
协会主办，昌吉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承办，主题为“大美昌吉·竞
技之城、文化润疆·体育惠民”。比赛
分为少年 1 段组、少年 2 段组、少年 3
段组、少年4段组、公开组5个组别，参
赛选手年龄最大的 59 岁，最小的 7
岁。比赛为围棋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
习的平台，也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良好氛围。经
过两天半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分别决
出了获奖选手。

第七届“惠民杯”新疆围棋

公开赛昌吉收官

新疆民间社火及大型灯会

培训班在昌吉市开班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5
月9日，由自治区文化馆主办、昌吉州
文化馆承办的新疆民间社火及大型灯
会培训班在昌吉市开班，来自全疆各
地的民间社火（灯会）传承人、文化带
头人、文艺骨干、文艺爱好者等近 70
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为期 5 天，学员们将通过集
中授课、实际操作、互动交流等方式，
深入学习新疆社火的文化脉络与传
承，就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进行
交流，还将向山西省的太原锣鼓、舞
狮、舞龙等3 个非遗项目传承人学习
山西社火表演。

昌吉州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杨永睿说：“在对口援疆单位山西省文
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举办此次培
训，将更好地推广新疆社火，以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推进‘文化润疆’工程。”

据了解，2021年昌吉州成功申报
“新疆社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5月9日，新疆民间社火及大型灯
会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昌吉市举行。

本报记者 许乐 摄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美术馆
需要以观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不同
的艺术形式，这样才能在推广学术展览
的同时让群众了解艺术……”5月8日下
午，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
在昌吉州图书馆二楼讲习所开展了以

“面对当下美术馆展览策划与艺术家创
作的思考”为主题的讲座。

我州广大文艺工作者、昌吉学院美
术专业师生和昌吉州文旅系统的干部
职工聆听此次讲座。

美术馆作为视觉艺术博物馆，是公众
的精神文化家园，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
要平台，肩负着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在提升国民素
质、激发创新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增进文
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子康以美术馆的公共性为切入
点，围绕美术馆的内涵和性质、策划艺术
展览的思路和部分中外艺术家的优秀作
品赏析等方面，从专业角度把他对美术
馆展览策划与艺术家创作的思考融入具
体事例中，向大家娓娓道来。大家有的
拿起手机拍摄精彩讲义，有的在笔记本
上快速地记录着。

昌吉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创意设计中
心主任施楠说：“此次讲座不仅从美术馆的
美育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还激励我们在关
注艺术本身的同时关注美术馆的社会性，
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思路，值得我
们学习和思考。”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曹其虎说：“美术馆是用
实际行动落实‘文化润疆’工程的重要
载体，推进昌吉州美术事业发展是我们
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希望
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从今天的讲座中
有所收获，为昌吉州文化事业的繁荣发
展贡献力量。”

5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在昌开展了以“面对当下美术馆展览策
划与艺术家创作的思考”为主题的讲座。 本报记者 许乐 摄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在昌开展讲座

以观众理解的方式展示艺术

5月2日，游客在吉木萨尔县丝
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参观。
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以北
庭故城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共分
为丝路传奇、建政西域、人文北庭、
北庭重生四个展厅，陈列了陶尊、鸡
首壶等530余件各类文物。

“五一”小长假期间，北庭学研
究院和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
馆吸引了4000余名游客前来参观。

张德峰 摄

近日，石榴云/新疆日报刊登文章，
报道了新疆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文
物修复师石亮，用两天时间就让残破的
青铜鬲呈现千年前模样的故事，令人啧
啧称奇，他也因此荣获了2022年全国文
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

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是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文
物修复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匠心是文物
被活化利用的前提，是文物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得以更好传承的关键。正如石亮
所言，“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
故事，修复师修的是文物，更是文物背后
承载的那一段历史。”光阴不可逆转，通
过文物，我们可以触摸过往、感知历史。
新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的种
类繁多、内涵丰富的文物，承载着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我们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提升文
物修复的能力与水平，传承好中华历史
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新疆视察期间

来到新疆博物馆参观，指出要充分挖掘和
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
古实物、文化遗存。只有重视文物修复工
作，更多文物才能延续生命，为历史保留记
忆，这既是文物保护传承的长远之计，也是
文化润疆的现实需要。否则，一段历史可
能就在文物的残破中支离破碎，而对历史
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进行充分挖掘和
有效运用，也就成了空谈。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许多精美器物，
都是经过有效维护和修复的。比如一些纺
织品、纸张等文物随着时间变迁、环境变化
可能会被虫蛀或发生霉变，陶器的彩绘也
可能褪色，一些出土文物在运输过程中也
会遭到破损等，如果不对其进行修复，留存
在世的文物要比现存的少之又少。我国出
土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在抗战时
期遭遇了空袭，被炸成了20多块，如果不
经修复，这件国宝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我
们乃至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就少了一个重要
实证。最近火爆演出的舞剧《五星出东方》
的取材——出土于和田地区的国家一级文

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同样是
对出土残片进行修复后才发现。如果
没有修复，这件国宝就难以诉说两千多
年前那段珍贵的历史，当代文艺工作者
更不可能以此为蓝本创作出精品力作，
让历史上西域各民族并肩携手、共建家
园的动人故事传入千家万户。由此可
见，文物修复是伤残文物重现光彩、完
整展现中华历史文化迷人魅力的重要
前提，守护文物就是守护历史。

千载沉埋初见日，重生犹待借天
工。有数据显示，新疆博物馆有2万余
件馆藏文物，其中大量文物亟待修复。
为提高文物修复能力，前几日，新疆博
物馆“文物医院”投用，为文物“病有所
医”提供更好保障，由此可见我区对文
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我们相信，随着更
多优秀文物修复师的涌现，随着“文物
医院”更好为残破文物“疗伤”，新疆各
民族更多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会被
深入挖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丰厚滋养。 来源：新疆日报

守护文物就是守护历史
岳燕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