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石家庄8月11日电（记者白明山、范世辉）古
老的小庙，简陋的手术台，弯着腰给伤员做手术的白求恩
表情严肃认真……盛夏时节，记者走进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一处复原场景吸引参观者驻足。
在纪念馆工作30年的原馆长陈玉恩说，这是根据吴印咸拍
摄的黑白照片《白求恩大夫》，按照实物1：1的比例重建复
原陈列。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
队的一次反扫荡战斗。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原定回加拿大的日期。

白求恩回国是为八路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开办卫
生学校的经费，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为他回国召开了欢送大
会。就在这时，日军集中兵力对冀西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冬
季大扫荡。白求恩听到扫荡的消息后，立即推迟了回国行
程，要求参加反扫荡。军区司令部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他
率领战地医疗队赶赴摩天岭前线，将手术站设在孙家庄村
边的小庙里。

当年，吴印咸随延安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一起到晋察冀
抗日前线采访，正好赶上白求恩在孙家庄小庙为伤员做手术。

由于那时没带闪光灯，给拍摄照片带来一定难度。过了一会
儿，一缕阳光从左侧方向照射在白求恩身上。吴印咸一阵
激动，这正是拍摄照片的理想角度。于是，他便拿起照相
机，按下快门，白求恩救治伤员的感人情景便留了下来。

1939年11月，白求恩因给伤员做手术被细菌感染转
为败血症，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与世长辞。陈玉恩说，
遗憾的是白求恩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幅照片。但是，白求
恩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深入前线救治伤员、忘我工作的
形象永远定格在中国人民心中。

6版
读者热线: 13453006516 电子邮箱: xinzhouwanbao＠126.com2020年8月14日/星期五 责编/常晓蓉 组版/巩建华

国内国际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 12日电（记
者殷耀、达日罕、朱文哲）斑驳的旧房
里，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屋里的土
炕上，将墙上的彩绘映衬得愈加精美。
画匠张三铁喜欢坐在炕上看这些画，他
常说，“这些墙上的画，是故事，是风景，
同样也是生活。”

在20世纪60年代的内蒙古土默特
地区，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盘土炕，
土炕墙围上的炕围画是那个年代最流
行的房屋装饰。人物故事、自然风光、
花鸟鱼虫，种类繁多的精美画作不仅展
现了人们精湛的绘画技艺，也凝结了乡
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记载了粗茶
淡饭里的点点滴滴。

“在那个年代，土默特地区每个村
子都有炕围画的画匠。”虽已年过古稀，
但说起炕围画，张三铁仍能滔滔不绝地
讲很久，“过去人们把家里的被褥放在
炕上，一家人吃饭干活也都在炕上，为
了避免墙灰弄脏衣服被褥，人们便围绕
墙面刷上 70 厘米高的围子，画匠在围
子上画人物或风景，再刷上清漆，这样
既保持了整洁，还能在视觉上带来美的
享受。”

1971 年，张三铁背起画笔与颜料，
开始了自己走乡串户绘制炕围画的生
活。“那个年月生活条件不比现在，画一
组炕围画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北只图村
的一间旧房里，手摸着墙上绘于 20 世
纪 70 年代的炕围画，张三铁的回忆被
带回了当年的岁月。

处理墙面，刷上白底，画上边道和
“池子”，在“池子”里画上花鸟鱼虫和山
水人物，用胶矾水和清漆“封面”，精美
的炕围画就完成了。“说起来很轻松，但

这里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张三铁笑着
说，“最出名的边道叫‘万’字边，它里面
的‘池子’是炕围画的主要内容，而‘池
子’也分‘主池子’和‘副池子’，我们一
般在‘主池子’里画山水和人物，在‘副
池子’里画花草和飞鸟。”

在张三铁看来，炕围画是能代表那
个时代田园生活的艺术品。

“画一组炕围画一般都要 4 天左
右，这几天虽说辛苦，但画好的作品保
存 50 年是肯定没问题的。”张三铁说，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乡村的土房逐
渐被砖瓦房、楼房替代，炕围画也逐渐
淡出了市场，但它的艺术魅力依旧不减
当年。

2008 年，炕围画作为民间美术被
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2009 年被列入内蒙古自治
区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张三铁也在 2010 年成为这一项目
的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

2019 年，为献礼国庆，张三铁绘制
了一幅以《三国演义》为故事内容的 30
米长炕围画长卷，将炕围画从炕头“搬”
到了纸上，炕围画也迎来崭新的传承方
式。

“现在的土房和土炕越来越少，但
炕围画这门艺术不能丢。”张三铁说，他
最近正在学习用手机做网络直播，争取
早一天把炕围画“搬”上网络。“依托网
络平台去宣传炕围画，能让更多的年轻
人认识和了解它，这门艺术也能更好地
去传承和发展。”

炕围画：故事画在墙围 流年刻在心头

新华社北京8月 9日电（记者
施雨岑）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唐代九霄环佩
琴、清代十二律管……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主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
乐器展”近日对观众开放。

展览分为“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钟鼓喤喤，大音至乐”“丝竹相合，妙
音飞花”和“云间锣鼓，日月同辉”4个
部分，集中展示馆藏精品及向多家文
博单位商借的文物共计 200 余件

（套），其中不乏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乐
器珍品。通过这些展品，观众能够了
解中国古代乐器的演进历史，领略中
华优秀传统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努尔苏丹8
月10日电（记者任军）
由哈萨克斯坦境内 5
所孔子学院联合举办
的“丝路云端”中文夏
令营 10 日举行开营仪
式。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本次夏令营在线
上举办，吸引了来自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乌
克兰、伊朗、保加利亚
等 14 个国家的近 400
名中文爱好者参加。

中国驻哈萨克斯
坦大使张霄在开营仪
式上表示，近年来，随
着中哈交流与合作的
深化，哈各行业对中文
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
哈国家领导人更是倡议
本国年轻人学习中文。
疫情期间，在哈孔子学
院克服各种困难，创新
教学方式，为众多中文
爱好者提供不间断的学
习机会。

哈萨克斯坦国立
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杨雷表示，作为
创新中文教学模式的
重要尝试，今年的夏令
营创下多个之最，不仅
首次在线上举办，首次
由在哈所有孔子学院合办，也是参
与营员最多的一次，营员年龄在 9
岁至62岁之间。

本次夏令营于 8 月 10 日至 21
日举办，来自哈萨克斯坦 5 所孔子
学院的教师和志愿者将通过视频会
议平台教授中文、中国饮食、戏曲、
当代音乐等课程。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余俊
杰）记者 12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在
充分做好防疫措施前提下，低风险地区
可 以 举 办 中 型 及 以 下 营 业 性 演 出 活
动。恢复开放的演出场所应严格执行
人员预约限流措施，观众人数不得超过
剧院座位数的50%。

文化和旅游部 8 月 10 日下发的《剧
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
指南》（第三版）指出，暂缓新批涉外、涉
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演职人员已在
境内的除外），暂时取消演出现场互动

环节，中高风险地区暂缓举办营业性演
出活动。

指南明确，含有多个剧场的综合性
演出场所，不同剧场之间应当实行错时
错峰出入场，加强统筹调度，避免人员聚
集。在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游乐
园、宾馆、饭店、酒吧等场所举办营业性
演出，主办方应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
疏导。

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演出场所应当于每场演
出前后 ，对公共区域全面清洁消毒 ，

加强通风换气 ，并配备充足的口罩、
一 次 性 手 套 、洗 手 液 、消 毒 剂 等 防护
用品。

各地文旅部门应推广在线实名制购
票，采用二维码闸机验票，减少人员直接
接触。鼓励云音乐会、空中剧场等线上
演出，丰富文化产品供给。

指南还规定，演出主办方应当与参
演单位和个人签订安全协议或健康承
诺书，提前做好对演职人员（含行政、后
勤等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测，演员人均
化妆间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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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场所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剧院座位数的50%
国博“奏响”丝竹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