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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简称《弥勒上生
经》）仅比咸通九年《金刚经》晚 59 年，为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距今一千年以
上，为早期刻本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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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每一次飞行试验，不是在推动战
争升级，而是在放飞生命和平鸽。 这个世界
正是由于我们的奉献，才阻止了战争，才减少
了杀戮和流血。 ”话剧《秦岭深处》主人公在
结尾处的一句话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我国军
工人的灵魂、胸怀与价值。

近日，话剧《秦岭深处》晋京参加第二届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受到了业内专家和观
众的普遍好评。在 6 月 19 日举行的专家座谈
会上，业内专家表示，这是一部为军工人树碑
立传的作品，讴歌了军工人的英雄主义、爱国
主义、奉献精神，也为现实题材话剧创作积累
了宝贵经验。

中国话剧协会会长蔺永均认为：“这是一
部有博大情怀、大主题基础存在的好剧，填补
了话剧工业题材的空白， 也可说是个突破。
戏剧是有限的，而表达形式是无限的。 ”

由陕西省文化厅、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
团、西安话剧有限责任公司出品，阿莹编剧的
话剧《秦岭深处》以秦岭深处的军工科研生产
为背景，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秦岭山下
的军工人在反坦克武器研制过程中，面对爱
情与事业的抉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坚持追
求、不畏艰险、拼搏奋进的感人故事，展现出
一幅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当代军工人极富现实

冲击力的鲜活画卷，刻画了一批在秦岭深处
奉献着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的新时代军工人
形象。

真实故事填补话剧工业题材空白

陕西作为军工大省， 众多军工企业对我
国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批
批军工人在这个行业中默默奉献，他们以军
人的意志完成着国防建设的梦想。 如何把这
样的现实题材作品搬上舞台，不仅考验着创
作者的勇气，也考验着他们的艺术技巧。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戏中的人物关
系和感情脉络是虚构的，但其中发生的核心
事件却是真实的。 我想用话剧的方式来契合
我们当前的欣赏、审美习惯，然后去反映它。
以前我看了很多工业题材的戏剧，往往陷入
两个内容之争：一是技术方案之争，二是改革
方案之争，但这部作品抛弃了这两个内容的
争论，老百姓更愿意看、更关心的应该是人物
的命运。 ”编剧阿莹说。

原中国戏剧常务副主编黄维钧观剧后十
分感慨：“看了这个戏，很感动。 如今舞台上
工业题材少了，军工题材我基本上就没看到
过。因为很难写，了解军工生活的戏剧、编剧、
作家几乎没有。 我觉得戏里写得最好的就是
这几个军工人，写的都很真实，表达了一种深
度的幸福，这是一群真正伟大的灵魂！ ”

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谈道， 这部戏的成

功之处就是非常巧妙地把军工题材与戏剧
的魅力融在了一起，甚至利用了枯燥的军事
知识，营造了非常有趣的充满了情感的戏剧
情景，这正是军工题材的魅力。 过去涉及此
类题材作品，要么写某一件产品、武器从部
分制作失败到制作成功的过程，要么借助某
种产品、武器制作的过程，展现一种政治理
念，该剧却在“如何赢得并且表现戏剧魅力”
方面下足了功夫，它把研制武器的过程和人
的内心情感、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

于默默无闻处做顶天立地的事

由于军工事业的特殊性， 军工企业始终
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军工人的生活和工作
也被隐藏起来。 荧屏上看不到， 舞台上看不
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长廊里，也很少见
中国军工人的形象。 尽管他们的工作在平时
显得“默默无闻”，但实际上他们从事的却是
惊天动地的伟业。 用编剧阿莹的话来说：“如
果我不去讴歌他们，良心将会受到谴责。 ”

编剧阿莹回忆说， 自己从小就生活在
军工厂油烟熏透的大院里， 长大后又在军
工单位忙碌了 20 余年，军工人的感情和故
事萦绕着我，让人陶醉和振奋。 记得自己多
年前曾到兵器 203 所调研， 听说他们的反
坦克导弹在实验时发生故障， 人工排除障
碍将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此时，导弹研制

的负责人于世英挺身而出，悄悄留下一封遗
书就去解除导弹信引保险，那年正是他的本
命年，他腰间还系着一条红腰带。 令人感叹
的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经常
碰到。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军工人就是这
样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自己说起来却是那
么轻描淡写。

“我喜欢这个戏，就是从开头的那一句话
开始的，‘仅以此剧献给为祖国的国防事业默
默奉献的人们’。 这个时候，我眼睛酸了，尤
其是默默这两个字，对我有刺激。 说一部戏
的可看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
物性格，不同的思想、矛盾，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现在有很多戏，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有很
多卖票卖得特别好、赚大钱的戏剧，但是低级
趣味，以为笑了就是好，艺术高峰在哪？ 一位
作家曾说：平庸无罪，但是都平庸了，我们就
完了。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李法曾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对
这部戏所营造的特殊环境有着切身的体会，
他回忆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来
的山西的同乡，他是从军工来的，太原发射基
地就在那，因此我从小就能感受到这样的生
活环境。 每到发射导弹的时候都要停电，因
为电力不够，当地百姓都要去支援。 每当我
们走到那个基地，可以看到那里非常的安静、
偏僻，那里的人很少却很随和。 在大山深处
有那么一批人永远在埋头做我们想象不到的

一些工作，而到了特定的时刻，尤其是在国
家危难的时候，他们的作用才真正地彰显出
来。 因此我觉得这个题材本身就会让人感到
神秘，感到有力量。 ”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从剧中人物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境界，这也是
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人格。

以有血有肉的细节展现军工

人精神特质

一位戏剧界的老前辈曾说过一句话，演
员要想演好一部戏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
情，看剧本；第二件事情，再看剧本；第三件
事情，还要看剧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想
把这个戏演好， 必须要把这个剧本吃透了。
这部戏中有很多真实感人的细节设计，比如
‘拆弹’前，工程师系着红腰带、留下遗书就
去了， 当时很疑惑为何能够描绘得这么具
体。 后来听编剧说生活中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想说生活有时候比任何艺术都精彩。 ”中
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如
是说。

“编剧把生活中最细微的东西呈现出来
了，如果说一部戏具有可看性，对生活细节的
捕捉就很必要。 比如这个戏中所设计的在最
危险的时候， 总工程师让自己的儿子走到一
线上去，这在现实生活中就发生过。该剧之所
以能够打动人心、引发思考，就在于它呈现了
现实生活的真实，即在社会生活多样化、人们
面临多种选择的情况下， 把无私奉献的军工
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
的淬炼，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了现
实生活与内心真实、性格真实的统一。 ”文艺
报总编辑梁鸿鹰说。

该剧总监制陈薪伊认为， 戏剧的 “可看
性” 首先建立在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
的关注上，而不是形式、技术的挪用和堆砌。
只有向着人物的内心世界、 精神世界进行深
入挖掘，你的戏观众才愿意看，才愿意跟着你
一起去思考， 而这部戏的可看性恰恰就建立
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 《秦岭深处》面对当下
一些人对金钱利益的追逐， 以及社会上出现
的浮躁现象，以深刻的精神思考，完美的人物
刻画，唤醒了人们对理想追求，对国家使命、
对崇高精神的敬意， 塑造了一组真正意义上
的中国脊梁， 展现出一幅隐藏在大山深处的
当代军工人极富现实冲击力的鲜活画卷，更
深刻地体现了对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话题的
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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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亮

据媒体报道， 安徽亳州市区的一座建于
1988 年的仿古城楼，出售给个人后一直被用
于商业经营。近日，这座城楼原有的砖青色被
个体商户“刷了大白”，城门楼上甚至还挂上
了“跆拳道”牌匾。

此事在微信上引起关注后， 当地相关部
门介入，城门楼已被重新刷成灰色，上面的广
告牌也已拆除。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 有文物保护价值的
古代建筑， 不能随意破坏原貌是再自然不过
的了。但是，对于在城市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
的现代建筑， 特别是产权属于私人所有的建
筑，究竟该以何种形式规划保护，维持既有风
貌，则是当下的认知和管理盲区。

“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改建都可以。 ”
“建筑不是文保单位，为什么不能变化外观。”
这是在城市文化风貌保护过程中， 经常遇到
的疑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传承体系，而建筑物本身，即便是现代复原的
仿古建筑，其作用也不只是为了“装点城市”，
而在于传承过往的文化脉络体系。

亳州自秦代置谯县至今，历史悠久，有国
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 余处，其中省
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占安徽全省的三分之

一。 而当“跆拳道”牌匾被高高挂在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楼上时， 过往者又会有何
种感想？

保护城市风貌，关键在于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注重协调。 但是，如果未能理清一个城
市的往昔脉络， 未能将这一脉络融入到当下
城市规划和建设当中， 城市究竟该以何种风
貌示人，自然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城市风貌的保护， 有的时候比保护单一
文物更难， 因为建筑物在更新过程中， 其高
度、体量、密度、造型、色彩等，都需要与周边
环境和建筑物协调。 这些建筑物还要满足正
常居住和商业活动所需， 在不破坏风貌的基
础上融入商业标识，铺设各类管线设施。

换言之，风貌保护是一项长期性事业。有
的地方在传统街区恢复风貌后，往往只是“一
建了事”，疏于维护，怠于管理，更缺少相应的
地方性规范。还有的地方在风貌恢复过程中，
忽视建筑物和街区的现代功能， 导致居民因
生产生活不便而自行改扩建， 最终原有风貌
荡然无存。

因此，在城市风貌的构建和保护过程中，
一方面要在理清传承脉络的基础之上， 完善
相应的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则要调动市民的
积极性，满足他们的多元化需求。 毕竟，只有
当市民理解并支持时， 城市风貌保护的执行
力才能体现出来。

在城楼上挂上“跆拳道”牌匾的是人，把
它拆掉的，还是人。

城门楼“刷大白”
保护城市风貌需多方协调
赵 昂

浙江举办“劳动托起中国梦”合唱比赛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郑卫芳）

日前，由浙江省教育工会主办、中国计量大学
承办的“劳动托起中国梦”大合唱决赛开启大
幕。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戴震
华出席大合唱晚会观看比赛， 并为获奖团队
颁奖。

从初赛中胜出的浙江大学、 中国美术学
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
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等
14 所高校的教职工代表队登台角逐，最终由
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夺得一等奖。

比赛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线 ，突出
“劳动托起中国梦”的主题。 自今年 3 月开赛
后，得到了省内各高校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支
持与响应，纷纷组队参赛，各高校工会干部
尽心尽力做好合唱队员的排练组织、服务和
后勤保障工作； 广大参赛队员克服各种困
难，利用休息时间不辞辛劳、精益求精地参
加一次次排练，涌现了很多感人事迹。 各高
校通过组织教职工参加大合唱，进一步增强
了学校凝聚力，弘扬了正能量，齐心奏响了
“中国梦·劳动美”的感人乐章，展示了教职
工的艺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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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题材如何赢得艺术魅力？

陕西话剧《秦岭深处》为默默奉献的军工人树碑立传，填补话剧
工业题材空白。

本报讯 （记者赵亮）正值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 周年之际， 中央歌剧院复排原创歌剧
《北川兰辉》， 并将于 7 月 2 日至 3 日在北京
天桥剧场推出文化惠民公益演出。

据介绍，《北川兰辉》 是中央歌剧院倾力
打造的讴歌时代英雄人物兰辉同志的巨作，
早在 2015 年进行首次排演。该剧由中央音乐
学院院长俞峰和中央歌剧院著名剧作家胡绍
祥共同编剧创作。

作品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兰
辉同志为创作原型。 兰辉同志始终忠于党的
事业，践行党的宗旨，敢于担当，苦干实干，扎
根基层，无私奉献，为群众办了大量的好事、
实事，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当代优秀共产
党人的时代赞歌。

此次复排进一步丰满了音乐的表现力以
及人物的张力， 力争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
实的兰辉形象。 导演陈蔚认为，“该剧既有动

人心魄的大场面，又有温馨感人的小细节，在
处理大与小、动与静，粗犷与细腻，生活真实
与艺术虚构之间，脉络清晰、主题突出，既有
气势非凡的歌剧形式感， 又具备人物丝丝入
扣的心路发展历程，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

据悉，中央歌剧院自 2010 年起开始实施
歌剧艺术文化惠民公益演出项目。 此次复排
的剧目《北川兰辉》，观众可以自 6 月 24 日起
通过北新网 APP 进行抢票并免费观看 。

献礼建党 95周年

中央歌剧院复排原创歌剧《北川兰辉》

最近， 有这样一类高考试卷火爆微信朋
友圈， 试卷中的文字半文半白， 题量虽然不
大， 但试题的难度却一点儿不比今天的高考
低。没错，那些让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抓头搔耳
的试题就是民国“高考题”。

相比于今天的考卷， 民国考题更多了几
分“文化味”。以 1929 年北京大学国文考题为
例，当年考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
“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
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
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 试言其故。 ”乙部试题
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 试
略言之。 ”

对于今天的读者， 缺少相应的历史和国
学知识，怕是理解题目都有困难。即使放诸今
天的大学历史系，若非专习近代史、思想史，
想答好这两题也并非易事。

网友将诸如此类的民国考题转发至朋友

圈，似乎既有对古人文化水平的自叹不如，也
有对传统文化的期冀。朋友圈中的民国考题，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事实上， 近年的高考作文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下社会对于“文化”的热衷。 以北

京高考作文题为例， 今年作文题中的陕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老腔和前年作文题中的

“老规矩”，虽是讲的不同的东西，但其背后却
都是文化的象征。 前者直接就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一种形式，后者则是对国家、社会、个
人不同层面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文化范儿”十足的高考作文题也好，网
友将民国考题转发至朋友圈也罢， 不同的行
为背后却有着相近的思想观念———对文化，
尤其是国家的、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
和倡导。

另一方面， 通过高考对文化予以密切关
注，实际上是引导年轻人关注文化、传承文化
乃至弘扬文化， 这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
有着积极的意义。

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对于文化的传承，
需要年轻人的关注。 假使年轻人对华阴老腔
感兴趣， 或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愁后
继无人了。遗憾的是，据华阴老腔代表性传承
人张喜民介绍， 目前想学华阴老腔的年龄普
遍偏大，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

进一步讲，中学课本中古代经典诗词、
散文 ，甚至包括一些 “蒙学 ”读物被选入教
材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社会对
于文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关注 。 久而久
之，必将有利于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 。

朱 林

6 月 21 日，“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幕。 展览以第五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公布为契机，共征集全国近 20 家单位 100 余件珍贵古籍参展，展期为两个月。

本次展览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分为“珍贵古籍、书香中国”“浩瀚典籍、历史
智慧”“古籍保护、任重道远”三大部分，其中“浩瀚典籍、历史智慧”作为展览的主体部分又分
为“修齐治平、儒典光辉”“以史为鉴、本固民安”“百家争鸣、百技争长”“文学大观、百代风骚”
“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等七个单元。

据悉，此次展出的典籍范围广大、版本精良，特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三件世界印刷史上
标志性珍贵文献首次集体亮相。其中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天经一卷》（简称《弥勒上生经》）仅比咸通九年《金刚经》晚 59年，为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
版印刷品。另两件分别为晚唐五代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五代北宋初刻本《弥勒下生
经一卷》。 这三件刻本弥补了中国作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故乡却无早期实物的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拓《淳化阁帖》与游似藏《兰亭序》也来参展，这是
香港地区首次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两部代表性珍品。 (文/图 赵亮)

明万历刻本《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中的
一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 ”当年，屠呦呦等科研人员就是从这
句话中悟出了提取青蒿素的奥秘。

茅瑛刻套印本 （明） 汤显祖著 《牡丹
亭》，今年恰逢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

百余件珍贵古籍国图开展

□图说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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