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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第三季《天赐的声音》上周末收官，老实

讲，观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节目几度调

档，最终固定在周五晚 10点档播出，颇有些

不尴不尬，其实也是整季节目的真实写照。

但好在有“宝藏男孩”周深。在常驻音

乐合伙人中，他资历最浅，个头最矮，却最终

成为主咖，不仅和张韶涵合作夺得总冠军，

而且贡献了最多的热搜，奉献了最多的爆款

（《玫瑰少年》《算你很》《有我》等）。这些都

有数据为证，不是随便说说的。

有观众就声称，我们就是冲着周深来看

“天赐 3”的，更有评论认为，周深维持了“天

赐 3”的基本体面，听起来都不无偏激。但

也由此可知，周深对于节目的重要性。

一个 1992 年出生的年轻歌手，何以有

如此气场，甚至对已成为品牌的音乐综艺产

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那当然是因为周深唱得好。

周深唱得好，已为业界公认。基本上，

他被认为是那种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上一个

能获此评价的歌手是天后王菲。

廖昌永评价周深，“他的声音里有那种

很自然的东西在，不作”；汪峰认为，“周深的

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有多少苦难，都

能变得美好。”著名音乐制作人王治平则称

赞，周深是到目前为止他听到的声音中，唯

一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周深的声音通常被称作“天籁美声”，空

灵美好，可爱亲近，天然去雕琢，但演唱方式

却并不单一。他的语言天赋极强，曾用 9种

语言翻唱《Let It Go》，在演唱《达拉崩吧》

时，他一人分饰五角，毫无违和感，让“宝藏

男孩”的名号不胫而走。在“天赐 3”的舞台

上，他开启了音乐探索的试验场，11 首歌，

或浪漫抒情，或魔幻摇滚，或批判戏谑，或满

满的正能量输出……每首歌都有稳定的现

场表现和社会反响。

在新生代歌手中，周深论创作才华比不

上毛不易，论帅气比不过华晨宇，却俨然成

为娱乐圈的宠儿——他是国内影视 OST

（音乐原声）的绝对霸主。仅 2021 一年，在

浪潮榜年度十大 OST 榜单中便占据 8 首。

他也是各类音乐节目和晚会争抢的对象。

仅今年春节便参加 7档春晚节目。

周深不只是唱得好，更有歌手中难得一

见的综艺感，自带小幽默和搞笑才能，且如

他的歌声一样，不装，他的各种抛梗接梗，也

是自然天成，难怪他也是各种综艺节目的常

客和收视保证。

或许是因为早年遭受到的各种质疑，

周深无论为人做事，都秉持平和、感恩和

谦卑的心态，所以，他不摆架子，没有偶像

包袱，当然也决不社恐。他亦有极强的情

商——在“天赐 3”节目中，面对歌手信对于

翻唱意义的质疑，他一句“不是所有的歌手

都有创作才能，好的翻唱能让人主动听音

乐”，便给各方留足面子，也让尴尬气氛大

大缓解。

周深的内心当然也有痛，当年被导师问

及为何参加《中国好声音》时，他居然说是

“来找自信的”；在和周延合唱《玫瑰少年》

后，他一句感言“反正痛都痛了，那就绽放

吧”，竟让自己当场泪崩。

杀不死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正是因为

那些曾经深埋于内心的痛，才造就了今日这

个集才华、勤奋、正气、阳光、暖心、有趣、幽

默于一身的周深。

强大又美好，这样的“宝藏男孩”谁不

爱？

痛都痛了，那就绽放吧痛都痛了，那就绽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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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在京溘然长

逝，享年 95岁。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1927年 5月生于河北省饶阳县。自

1944年底第一次登台初演《日出》以来，他与表演艺术结缘逾

70 年。蓝天野曾在经典话剧《北京人》《蔡文姬》中饰演重要

角色，尤其在《茶馆》中，他饰演的“秦二爷”，至今仍被观众视

为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形象之一。

对蓝天野而言，当演员就得像真的。1957 年，排《茶馆》

的时候，他时年 30岁，正是角色第一幕年轻时期的年龄，但体

现人物意气风发并带有些许傲然自得的性格状态，还是要花

工夫创作的。而演第三幕秦仲义晚年时期，就更需要用心从

生活体验中去探索创造。他在三教九流的场所细加观察，为

饰演好角色有时通宵研究。《茶馆》成为最经典的话剧之一，与

他这样一批对表演精益求精的艺术家洒下的汗水分不开。

蓝天野曾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剧本中各种“小

角色”“龙套”，他都当个人物去塑造。要出演一个老农民，他

就跑到京郊的农村，坐在井沿上和老乡们攀谈良久。他没有

豪言壮语，只当做一种演员的习惯，并将其传承为剧院风气。

在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他参与拍摄了古装神

话历史剧《封神榜》，成功塑造“姜子牙”；在我国第一部室内电

视连续剧《渴望》中，出演的“王沪生”的父亲“王子涛”。这些

角色早已成为几代人的深刻记忆。

舞台上下，蓝老言传身教，一直在戏剧人才培养方面不断

深耕。他多次参与北京人艺演员招生与教学工作，为青年演

员讲授剧院传统、戏剧表演理论和技巧。他启用和培养了大

量戏剧新人，并带领青年演员同台演出，始终把传承艺术和艺

德作为分内之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一代艺术家。

蓝天野被人们记住的，并不止于其创作的优秀作品本身，

更有一位人民艺术家的理想、操守与信念。蓝天野经常说：

“要对得起观众，要经得起观众的检验。”他曾撰文《你好，观

众》，说自己“就是想向观众问一声好。”每当演出结束，遇到观

众打招呼，他都停下来去跟观众交流。

可能对中国的新生代来说，蓝老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了解

他的事迹和生平后，很多年轻人感佩于他的事迹，称“姜子牙”

终于“封神”。在文艺作品空前繁荣，但泥沙俱下、缺乏精品的

时代，人们更希望有他这样撇去浮华，将艺术作为孜孜不倦加

以追求的事业的表演艺术家。

一个人的状态不由年龄决定，一个人生命的精彩程度也

不会随时间流逝。蓝老不仅一生贡献了无数经典，更是将自

己的一生活成了最精彩的剧集。斯人已逝，精神不朽。他的

从艺品质和高尚情操，将垂范于后人。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只有小演员””

视 线G

阅 读 提 示

6 月 11 日，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兰州举行。《工人日

报》记者也借此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近距离感受丝绸之路上尘封已久的古

史往事，触摸一名名边塞戍卒在戈壁大

漠、长风寒冰中的家国情怀。

零距离感受职工文艺盛宴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王子枫 万雅钰）21 名

鼓手鼓槌甩落，8门礼炮齐发而出，伴随着气势恢宏的鼓声和

响彻云霄的炮鸣，在 1.2万平方米的青岛市工人体育场内，正

在呈现一场职工文化艺术的“饕餮盛宴”。日前，青岛市第三

届职工文化艺术节盛大开幕。

大型歌伴舞《劳动筑起巍巍丰碑》、诗朗诵《誓言铿锵》、工

间操《劳动最幸福》等节目精彩上演，400 名演职人员用朴实

而真挚的表演鼓舞激励着在场每位观众。

据了解，本届职工文化艺术节以“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持续 6 个月，将集中举办短视频、舞蹈、合唱、宣

讲、达人秀等八大板块活动。

开幕式充分发挥职工文化阵地作用，把演出场地设在工人

体育场，与职工群众“零距离”。为了让更多职工共享文化盛宴，

齐鲁工惠APP等新媒体平台全程同步直播，实时观看人数达 20
万人次。近年来，青岛市总工会积极推进职工文化建设。每两

年一届的职工文化艺术节，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职工演员和优

秀作品，大力彰显了岛城公共文化事业的“工”字特色。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市民吴文峰的“小人书
家庭图书馆”被湖塘镇关工委授予“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他30多年收藏的小人书已达上万余册。他在家中设立

“小人书家庭图书馆”，免费供附近中小学校的师生和社区居
民阅读，让大家在这些经典小人书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
想信念。 胡平 摄/人民图片

“小人书”里学大道理

广州开通

“粤剧文化主题公交”

近日，广州一汽巴士有限公司联合粤
剧仪式博物馆打造的“粤剧文化主题公
交”——8 路线路正式开通。通过公交这
一流动的城市窗口融合粤剧文化，展现千
年商都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魅力，让
非遗走出“橱窗”。图为一名粤剧小演员
在粤剧文化主题车辆前表演。

陈骥旻 摄/视觉中国

广电总局：电视剧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据新华社电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召开的迎接党的

二十大重点电视剧创作暨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工作推进会

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徐麟说，电视剧创

作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真实、平实、朴实的艺术风格

描绘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真情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

风貌、新奋斗。

据介绍，今年以来，已有《超越》《人世间》等现实题材电视

剧播出后受到观众赞誉。未来一段时间，电视剧行业将继续

投入到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并将推出《我们这十年》《县

委大院》《大考》《大运之河》《硬核时代》《从这里开始》《重中之

重》等一批聚焦现实、反映时代的作品。 （王鹏）

中国拥有灿烂而悠久的历史，也孕育了无数宝贵的、
独特的文化遗产。它们在历史烟云里铭刻辉煌的过去，在
世代传承下见证精彩的现在，更在历久弥新中孕育美好的
未来。如何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活起来、火起来、发
光发亮，滋养时代生活、也助力时代发展，事关增强文化认
同、坚定文化自信。

6月 11日是我国第 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工人日
报》文化新闻版开设“发光吧，文化遗产”专栏，聚焦文化遗
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的故事。在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
产的跨越时空对话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守护者、传承者、受
益者。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壹
20世纪中国档案学四大发现之一的居延

木简（额济纳河流域出土）。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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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劲

2000 年前，古人将文字书写在竹简与木

牍上，合称为“简牍”。自 1907 年以来，甘肃

共出土 8 万多枚简牍文物，其中又以汉简为

最，总量达 7万多枚，占中国出土汉简总数的

80%以上，其中 4万余枚简牍文物就保存在甘

肃简牍博物馆。

尺牍如面尺牍如面，，家书如泣家书如泣

“每每抚读这些尺牍帛书，2000 多年后

的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个活生生

的人及其日常生活片段，字里行间都能体会

出他们的呼吸与情怀。”朱建军是甘肃简牍博

物馆馆长，红外线扫描并采用高精度拍摄后

的简牍影像资料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一展开、

一页页翻过。相对于古老的官府公文、册页

账本，他同样关注大量的私人书信。

“这些私人书信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

屯戍吏卒的历史细节。”朱建军介绍说，现存

的私人简牍，有写信托友人代买东西的，有

因物资短缺而写信向友人求助的，有寄思亲

之情于书信的，真实反映出汉代河西屯戍吏

卒的生活状况、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

风气。

“兄行，弟病，诸君幸为……”这是一位

哥哥写给弟弟的家书。哥哥行役戍边，留下

弟弟在老家。听家乡来人说弟弟生病了，哥

哥急忙在戍所写了一封家书。朱建军边念边

感叹：“从简牍出土地得知，这是一封没有发

出的家书。信写完后，就一直留在了大漠戈

壁的戍所里。我们不知道弟弟的病是否痊

愈，但是读了这封信，那种浓浓亲情依然令人

感动。”

类似的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简

牍里并非个例。“历史的细节最动人。”2021
年以来，甘肃简牍博物馆相继与故宫博物院、

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敦行故远：故宫

敦煌特展”“流沙坠简——甘肃出土简牍文物

精品展”等展览，推进简牍走近大众、走进生

活。每一次公开展出，那些尺牍家书的展柜

或图片前，总是有人驻足停留，引发无限的思

绪和感慨。

朱建军说：“汉代边塞戍卒们恪守忠孝的

家国亲情，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给我们留下

了无尽的感怀和启示。”

流沙坠简流沙坠简，，历史百科历史百科

2014 年，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

进入关键阶段，甘肃悬泉“里程简”对丝路往

来驿路走向的明确记载，成为助力申遗成功

的重要佐证。

“简牍是丝路往来与中西交通的实录及

见证。”朱建军说，“无论是断章残句还是完整

册书，都记载了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生生

不息的顽强精神和灿烂文明。”

甘肃简牍博物馆保存着一批“里程简”，翔

实记载了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与居延地区的通行

驿置名称以及各地之间的具体里程。通过这些

珍贵汉简文字所记载的驿路通道，能够复原出

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

1992 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悬泉置

遗址，出土汉简 2.3 万余枚。尤为珍贵的是，

悬泉置是当时一座官方邮驿接待机构，遗留

下来的简牍文书主要是对丝绸之路上东西交

往的记录，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意义重大。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东段，是古代中国

通往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方交流的主干道

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甘肃的汉代简牍多出

土于居延、肩水、悬泉、敦煌、地湾等地，内容

涉及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

籍、出入关登记等各式簿籍，还有买卖契约、

往来书信，等等。可以说事无巨细，包罗万

象，不仅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

历史百科，也是丝绸之路东西交通、友好往来

的实录见证。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

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

简文记载，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妇专门准备了

相应的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 1张八尺卧床，

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 4 张卧床皆张帷。

这些生动的内容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以

小见大，弥足珍贵。

呵护国宝呵护国宝，，启迪未来启迪未来

朱建军表示，不同于史书上的记载，汉简

的记录价值最直接、最真实，通过研究可以再

现当年丝绸之路的情景，并可以追溯“一带一

路”历史的源头，更有利于加深世界对中华历

史的理解。

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竹

简木牍不同于青铜重器或者精美玉器，收藏

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方

面，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甘肃简牍博物馆虽然成立仅仅 10年，目

前，已对馆藏近 4 万枚简牍进行红外线扫描

并采用高精度拍摄技术，实现简牍资源数字

化存储管理，对 5000余枚简牍进行试管密封

并装入囊匣保存，减少文物的氧化与损毁。

同时，对馆藏的 213 件汉晋纺织品文物也进

行了保护修复，对馆藏汉代纸张类文物进行

了显微检测分析等工作，对汉代的造纸工艺、

价值以及文物保护现状等进行探索。

甘肃简牍博物馆还用多媒体影像技术，对

考古现场进行情境营造，模拟河西走廊沿线几

次重要的简牍出土的遗址场景。同时，通过影

像互动复原汉塞边关、驿站遗址空间，以情景

再现方式拉开故事线，演绎汉简上的文书故

事，带领观众深入了解汉代的文史典籍，更直

观地体验简牍中的社会历史、生活百态。

如今，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的黄河岸

边，作为甘肃省列重大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3
万多平方米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已经拔地

而起，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预计年内就可以

正式开放。届时，人们将可以在这里通过一

枚枚简牍，去更清晰地触摸丝绸之路上中华

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