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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养心殿开放40多年后全面闭门大修

清清帝帝““办办公公室室””来来济济将将原原景景再再现现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养心殿修缮后
最大程度恢复原貌

6月中旬的北京天气炎热，
仍挡不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参观紫禁城的热情。早晨8点半
开始，一拨一拨人浪从午门涌
入空旷而浩大的故宫，人群逐
渐流向太和殿、中和殿等故宫
大殿以及故宫各个值得观赏的
角落。在乾清宫的西侧，是紫禁
城大名鼎鼎的养心殿，也是很
多观众一心向往的参观地，不
过由于养心殿的勘探和修缮工
程仍在进行中，观众只得在紧
锁的养心殿外门遵义门前折
返，或者试图透过门缝往院子
里瞧一瞧。

养心殿区域的原状展览从
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展出了40
多年，2015年启动的大修，计划
耗时5年，是一场彻底的闭门修
缮。记者对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原
状陈列组副组长王彦的采访，也
是在养心殿紧闭的大门外进行
的。王彦告诉记者，养心殿区域
的修缮主要是对古建筑的全方
位勘探和修缮，故宫古建部运用
最传统的修缮方式，将最大限度
地将此区域恢复原貌，待古建维
修完成后，其中的原状展览也会
重新恢复，故宫博物院相关部门
也会借机对古文物进行研究。

“大修期间，为了弥补观众的遗
憾，所以送养心殿文物出去展
览。这也是养心殿文物几百年
来，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谈及此次修缮的进程与新
发现，王彦称，通过修复，工作人

员在养心殿清代彩绘下发现了
明代彩绘；宫殿的梁架结构保留
了很多明代痕迹；建筑外墙上为
柱子透气的花砖也有明代的痕
迹，清代修缮时换掉一些花砖，
但仍保留有明代的一部分，这些
都是新发现。“还有一个重大发
现是，在地面勘探中发现了一个
地下供暖设备。养心殿西北角西
裙房多年来非常潮湿，这次翻开
地面才发现地下有个供暖设备，
供暖的风道被堵塞了，湿气出不
去，所以房间很潮。这也让我们
后人知道了清宫里是如何供暖
的。”

这里发生了
太多历史事件

谈及养心殿的历史，王彦

先从遵义门谈起。“遵义门正
对乾清宫殿区的西门月华门，
养心殿其实比邻乾清宫，这里
属于内廷。外朝是皇帝举行朝
会、大典的场所，内廷则是皇
帝的居住区和生活区。不过，
按照礼制清帝应该住在乾清
宫，但从雍正帝开始，养心殿
成为了皇帝的居所。”王彦称，
康熙去世之后，雍正在养心殿
守孝27个月，守孝结束后，雍
正没有搬入康熙居住了60多
年的乾清宫，而是移居养心殿
住下来。

“其实，养心殿的位置很适
合皇帝居住。它在内廷的最南
端，去乾清门、西华门、西苑瀛
台都非常方便。另外，雍正朝设
立的军机处就在养心殿南边，
有十万火急的军情时，有了24

小时在军机处值守的军机处大
臣，随时都可以处理。我们猜测
住在养心殿，也是雍正建立中
央集权的一种选择。”王彦称，
养心殿的“工”字形结构，非常
适宜皇帝居住，后殿是皇帝居
住、后妃侍寝的地方，前殿办
公，特别像现在流行的Home
Office办公形式。所以，这里也
成为清朝雍正起8代皇帝的居
住办公区域。

而综观养心殿，也就不
难理解，这里为何汇聚了雍
正、乾隆等皇帝的“勤政亲
贤”“三希堂”“又日新”等匾
额，而且是“明窗开笔”“宴飨
祈福”等典礼的发生地了。当
然，养心殿也是“垂帘听政”

“皇帝逊位”“张勋复辟”等历
史事件的见证者。

让观众直观感受
皇帝的“办公室”

雍正、乾隆等清代皇帝在
养心殿接见群臣、批阅奏章的
地方，就在养心殿明间，即政务
决策中心，也是“走进养心殿”
大展的重要单元。

王彦告诉记者，“走进养心
殿”大展与专题展非常不同，该
展将搭建一比一的原状景观，
复原养心殿前殿。“在展厅里，
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走进养心殿
空间，仔细观看皇帝生活、工作
的场所。另外，很多文物此前在
养心殿里摆放了200多年都没
有动过，观众在展览中看到的
匾额、匾联、瓷器等文物都经过
了除尘防护，比在养心殿扒窗
户看得清晰多了。尤其是前殿
明间的复原，能让参观者直观
感受皇帝的办公室。”

养心殿正殿中高悬雍正帝
手书“中正仁和”匾，由此，正殿
又被称为中正仁和殿。匾下就
是皇帝的红木宝座，前方设有
楠木黄缎套案桌；宝座后的屏
风上为乾隆帝御书“保泰常饮
若，调元益懋哉”联；宝座屏风
后面有两道门通向穿堂，分别
写有“恬澈”“安敦”字样；宝座
下方台基上陈设有甪端、香筒，
台基两侧安放有书架。这个场
景和文物都会出现在展览中。

王彦还告诉记者，养心殿
西暖阁是皇帝单独接见大臣、
批阅殿试考卷的地方。“西暖阁
北墙上悬挂的‘勤政亲贤’匾为
雍正帝御题，因此，此处又常常
被称为勤政亲贤殿。”而匾下方
的屏文是乾隆帝的诗句，两侧
则为雍正帝著名的“惟以一人
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
些匾额都会亲临山东博物馆，
让观众感受清帝的工作环境和
氛围。

本报记者 倪自放

17日，担任今年上影节主
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姜文，
谈到当今电影技术的革新时认
为：电影技术非常重要，但是技
术还是为艺术服务的。还是那
句老话，就是形式为内容服务，
内容是最重要的。近年来，电影
的工业化、标准化已经成为业
内的热点话题。业内人士认为，

标准化也好，流程化也好，如果
不以生产好内容为目标的话，
那电影就失去它的生命意义
了。

“十年前，许多公司要发展
工业化，最大的难题是缺资金
做特效，现在的障碍却是钱太
多了。”在上影节“电影工业化
之路”论坛上，完美威秀娱乐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秋兴表
示，电影工业化不是比谁花钱
多，在她看来，“不为钱操心”

“不受约束地花钱”，已经成为
中国电影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一
个障碍。

本届上影节的开幕片《动
物世界》在题材和概念上是新
类型的商业片，高水准的工业

化流程带给观众完美的视听效
果。导演韩延表示，工业化不是
比花钱多，“工业化的意义不
仅在于高科技大投资。”比起
狭义的“大手笔”，韩延更愿
意把工业化看为广义的“规
范化”，存在于无处不在的细
节中。比如灯光如何打，演员
走位如何确定，都是工业流
程中的一环。《动物世界》拍
摄时，主演道格拉斯的一次
纠错，让韩延体会到细节的
准确如何影响到成片效果。片
中，道格拉斯有一场坐在椅子
上拉抽屉的戏。开拍前美国演
员走了走位，提出椅子应该放
得离抽屉更近一些。因为角色
设计为“幕后黑手”，人物性格

决定了他不会探出身去拉抽
屉，那样会失去一切尽在掌控
的感觉。

标准化、规范化的电影就
一定是好电影吗？上影节“电
影工业化之路”论坛上有业
内人士提醒：“工业不是万能
的。标准化也好，流程化也
好，如果到最后变成一种没
有灵魂的产物，那电影就失
去它的生命意义了。”80后导
演郭帆在制作《流浪星球》后
期，与好莱坞技术团队沟通
中发现，特效绝不能直接复
制粘贴，“异质的文化土壤会
让特效水土不服。”因为影视生
产从基因上说，是“创作和发现
美”，即回归内容和初心。聚焦

医药黑幕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出品方之一光线影业总裁王长
田表示，电影工业化最后归结
为内容为王，自己曾经为公司
制定了最大、最高票房、最完整
产业链等目标，而做了12年电
影之后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一个电影公司不以生产
好内容为目标的话，那就是在
瞎胡闹。”

故宫养心殿目前正在5年大修期，面对紧紧关闭的大红门，观众们现在只能遥望养心殿的金
砖屋顶，而无缘一览这处8代清帝办公、生活的重地。养心殿大修期间，故宫博物院对文物进行整
理和规划，启动了在各地“走进养心殿”原状大展。7月3日该展将“摆驾”山东博物馆，山东观众可
以通过原状展，深入了解养心殿及其背后的历史知识。记者先行探访了养心殿，听专家们讲养心
殿的历史与修缮。

电电影影工工业业化化不不是是比比花花钱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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