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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你干了一辈子话剧，最

想做到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出

经典。作为一名导演，我最希望可以

导演出真正的经典、能够传世的经典、

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像《茶馆》

一样的经典。

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戏剧

艺术的发展，既离不开对经典作品的

不断演绎和诠释，更需要有立足时代

的新创作。当代艺术家的思考、开掘、

深耕和创造，其意义不仅在于产生新

作品，更在于回应着时代的需求和观

众的期待。面对新时代，我们有责任

和使命创作出当代的经典，创作出记

录这个时代的新经典。

现在有哪些经典戏剧作品？什么

是真正的当代经典？这些问题始终萦

绕在我心头。如今，我已经排了 30 多

年戏，参加了 90 多部戏的导演工作，

其中不乏佳作，但仍没有出现我心目

中的经典和传世之作。作为一名戏剧

工作者，在我看来，用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

打造新经典，需要坚决地继承，努力地发展，勇敢地创新。

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新出彩，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进而

形成自己的气质、风格和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对戏

剧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创作中，创作者不应过多关注

作品是否能获奖、是否能有很高的票房、是否能受到专家的青

睐，而应专注于作品的真正品质和生命价值。作品的文学性、思

想性、艺术性应向着能够超越时代、跨越时空的方向努力，使其

不只是受到观众一时的喜爱，而是一辈子的喜爱，甚至几代人的

喜爱。如此方能真正解决戏剧创作有高原没高峰，有佳作没经

典，更少传世之作的问题。

经典不是捧出来的，不是评奖评出来的，也不是单纯依靠好

票房就能确定的，只有观众和时间才能做出真正的评定。反映

时代气象、讴歌人民创造、代表艺术高度的经典作品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将历久弥新，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当今戏剧需要经典，时代呼唤经典，戏剧也一定能够创造出

经典，创造出真正反映时代的新经典，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坚定

地相信，我们这代人发奋苦干，将满腔热情投入到戏剧艺术的传

承与发展之中，终将不辱使命，创作出有深度、有内涵、有新意的

经典作品。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想看到什么？我的回答是：新经典。

（作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本 报 记 者曹雪盟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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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新作品，更在于
回应着时代的需求和
观众的期待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的中

国古动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是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

生态学、古人类学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

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

位于一层的古鱼形动物和古两栖动物

展厅，展示了各种无颌类、有颌鱼类和两栖

动物的化石标本。中央的“恐龙展池”展出

了几种中国有代表性的恐龙的巨大骨架，其

中包括亚洲最大且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

——马门溪龙。

二层的古爬行动物和古鸟类展厅，展出

了包括恐龙、恐龙蛋、翼龙、鱼龙、鳄、龟、蜥

蜴等各种古爬行动物以及古鸟类的珍贵标

本。有“中国第一龙”之称的许氏禄丰龙的

完整骨架就位于该展厅。

位于三层的古哺乳动物展厅，则展出了

各种各样的古哺乳动物标本及骨架，包括耸

立的黄河象巨型骨架等。

除了古脊椎动物馆，观众还可以走进人

类演化馆参观。如果说古脊椎动物馆以脊

椎动物“从鱼到人”的演化过程为线索，那么

人类演化馆通过展出各个时代的古人类化

石和石器标本及模型，系统普及了人类起源

与演化的科学知识。

据介绍，中国古动物馆依托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近百年收藏的

40 余万件标本，精选有代表性的藏品 700 余

件展出。馆中陈列着自 5 亿年前的寒武纪至

距今 1 万年史前时代的地层中产出的各门类

化石标本和石器标本，包括无颌类、有颌鱼

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和

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等。

中国古动物馆副馆长张平说，中国古动

物馆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从鱼到人”的生命

宏伟演化历程，希望能激发更多孩子对化石

和生物演化研究的兴趣，让越来越多人关注

古生物。

除了精彩纷呈的展览，还有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中国古动物馆自 2014 年起推出

常设活动“古动物馆奇妙夜”，让孩子们夜晚

在博物馆里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感受奇

妙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深入浅出地给孩

子们讲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埋藏学知识，

并组织有趣的探宝活动。

此 外 ，该 馆 还 成 立 了“ 小 达 尔 文 俱 乐

部”，通过野外化石科考、古生物知识竞赛、

化石修复和模型制作等多种形式，培养孩

子们对化石和生物演化研究的兴趣。每年

暑假，该馆还会组织“小小讲解员”培训活

动，小学员们经过培训后会在展厅进行轮

值志愿讲解。

张平说，中国古动物馆充分利用馆内的

独特优势资源，以古生物为背景、恐龙为主

要元素设计了丰富多样的特色科普活动，让

人们有机会去触碰那些来自亿万年前远古

时代的生物，体验古生物学家们做科研的艰

辛。孩子们通过参加特色科普活动，不仅能

够学到丰富的古生物知识，还能学会从科学

的角度看待问题。

中国古动物馆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科普活动

触碰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
本报记者 王 珏

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刘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术学

院等制作的百集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于 1 月 25 日起在

央视开播。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

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美术作品中，遴选出 100 件最具代

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波澜壮阔

的光辉历程。通过将党史内容和美术经典巧妙结合，融党史题

材和艺术之美于一体，创新拓展重大主题表达空间。多位党史

和美术专家做客演播室，为观众讲述一部部美术经典作品背后

感人肺腑的党史故事。

百集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播出

“明天邀请专家巡查这些石窟。”“这个

文物如何定级？”“古镇的几间危房已经准备

整修。”

声音从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旁的一间

小屋里传出。这里是“文化遗产检察官办公

室”，屋内，检察官龙云正奋笔疾书。

2020 年 4 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试行）》

出台，明确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拓展重点领域，文化遗产检察官队伍

也由此集结。

一份份检察建议落地有声

雨滴敲打在石板上，沿着道路向前就是

綦江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洞。“过去遇

上雨天，走在这里就是两腿泥。”綦江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刘小平说。

2020 年夏天，綦江区的检察官们巡查时

发现这里杂草丛生，于是，发出了一份检察

建议——“建议石壕镇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对位于石壕镇辖区内的红军洞等长

征遗址文物的保护，发挥辖区内文物的革命

教育纪念意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两个月

后，石板路铺就，杂草清除，文物得到了应有

的重视和保护。

据了解，2020 年以来，重庆市三级检察

机关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立案公益诉讼案

件 46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39 件。

“高质量的检察建议正在成为重庆文化

遗产检察官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对全市文

物保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重庆市文

旅委文物督察处副处长周敢寿说，“依据这

些检察建议，我们对每个线索进行了认真核

实，共向区县政府发出文物督察意见 10 余

份，保护合力得到了加强。”

在武隆区，市级文保单位李进士故里题

刻一度毁损严重，检察建议送到相关部门

后，限时整改让题刻面貌一新；在合川区，龙

多山分布着从唐代至清代的石窟、浮雕等文

化遗产，但周边的违章建筑却让文物处于垮

塌和人为破坏的危险中。“检察建议发出后，

我们‘回头看’检查时发现违章建筑已经拆

除。”合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子君说。

一次次巡查走访练就“慧眼”

对公益诉讼检察官们来说，“出门跑”是

工作常态。根据群众举报，对照名录、职责，

精准开展文物巡查，是检察官们发现线索、

调查核实、跟进监督的重要手段。

大足区铁山镇老街始建于清代，被列为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大足区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官们多次来到老街勘查，研究如何改

进老街保护。第一次勘查之后没几天，碰上

一场连日大雨，几间没人住的老屋倒塌了。

“有时感觉，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和时间

赛跑。”大足区检察院检察长程权说，“光有

热情还不够，文物保护工作十分专业，巡查

要发挥作用，首先得看懂文物的门道。”为

此，他们请来了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古建筑

专 家 ，带 着 专 业 设 备 再 次 到 老 街 实 地 勘

查。在文物专家的助力下，检察官们摸清

了老街的建筑特色，也明确了需要保护的

重点所在。目前，古镇的相关修缮工作已

经启动，3 名文物专家被区检察院聘为“特

邀检察官助理”。

为了尽早介入保护工作，重庆市各级文

化遗产检察官们马不停蹄巡查走访。肩扛

背篓，爬坡上坎，蹚水过溪……检察官们的

足迹不断延展。

“车开不到‘黔蜀门屏’石刻所在的地

方，我们只能徒步进去。”武隆区检察院检察

五部主任黄坤峰说。秀山县的杨柏舟墓偏

远且外观不显眼，“如果不是当地群众指引，

很难发现这个文物。”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五部副主任雷力说，有些市级以下的文物

没有标识，或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力而难以

辨认，有时一次巡查就要耗时一天。

“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案件的线索获取

主要依靠巡查走访。”雷力说，光在办公室坐

着办不好案件，多走出去、多接近文物，才能

练就“慧眼”。

一起起公益诉讼追回损失

2020 年 10 月，在办理黎某等人盗掘古

墓葬案时，龙云心里一度没底。“被盗掘古墓

葬均为清代古墓，但都没有列入各级文物保

护名录，如果检察机关要对其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首先就得证明这两座古墓葬的文物价

值。”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专家们介入调查后，

给检察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理清思路，检

察院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

“在以往类似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案件

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很难对其追究民事责任，主要因为很难对

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和价值评估。”龙云说。

此次有了文物专家和检察官的共同努力，法

院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和罚金外，还判处

黎某等 5 人共同赔偿被盗古墓葬保护修复工

程费用 4.5 万余元，并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检察机关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对我

们的工作是一种帮助和促进。”大足石刻研

究院院长黎方银说。

就这样，文物专家与检察官成了文化遗

产保护道路上的“队友”。专家们走进检察

院，为大家讲解文物保护相关知识；检察官

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也注重开展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的法治宣传工作。“这既有利于

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治轨道，又遏制了非

法侵害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解决涉及文化

遗产的纠纷。”黎方银说。

就这样，“文化遗产保护”与“公益诉讼”

有了更紧密的制度联系。2020 年，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与重庆市文旅委签订了《文化遗产

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协议》，协议涉及 9 项

合作机制。“双方分别确立并公布特聘检察

官 助 理 和 特 邀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专 员 人 员 名

单。”周敢寿介绍，双方将围绕文物、非物质

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重点领

域，联手办理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案件，扩

大文化遗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影响力。

合作机制让文保工作者的底气更足，也

让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利剑护航”道路上走

得更扎实。“我们还将搭建线索和调查的智

慧平台，让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更精

准更高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副

主任彭劲荣说，“文化遗产是记录历史、传承

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载体，保护好这些不可

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这支

文保新军要争当文物司法保护的‘尖兵’。”

上图为重庆市大足区文化遗产检察官

在巡查文物。 黄 舒摄

在重庆，有一支文化遗产检察官队伍——

与时间赛跑 为文物护航
本报记者 崔 佳 常碧罗

巡查走访为文物“把
脉问诊”、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整改、与文保专家合作
……在重庆，有这样一支
文化遗产检察官队伍，他
们步伐不止，与时间赛跑，
他们练就“慧眼”，为文物
护航。守护好文物和文化
遗产，让工作更加精准高
效，他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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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月 25日电 （记者张云河）日前，记者从广西贺

州市新闻出版局获悉：目前，贺州市已建成农家书屋 707 个，实

现全市所有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

据了解，贺州农家书屋按照 1 名管理员、1 组书柜、1 套桌椅、

1 批图书、1 块牌匾、1 套登记本“六个一”的标准建设，选址主要

在乡村的便利店、卫生室、村民活动中心等场所，配送到乡村便

民书柜的书籍种类包含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少儿读物、种养技

术等方面内容。

近年来，贺州市为满足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

农家书屋建设，使农家书屋真正帮助农民群众获取知识信息、丰

富文化生活。

广西贺州建成707个农家书屋

近 日 ，浙 江 省 台

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三

枣园村农民赶制大红

灯笼。横溪镇依托灯

笼 制 作 传 统 手 工 技

艺，加工大红灯笼，产

品销往全国多地，迎

接新春佳节。

陈月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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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白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摄制

的 8 集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25 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该片以重大考古成果诠释“中国之新疆”的历史本质。

据摄制方介绍，中国新疆地区因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历

来是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地区。摄制组在全新疆地区及

陕西、甘肃、河北、北京等地探访取景，先后拍摄 200 余件相关文

物、文献，实地拍摄 90 余个遗址和历史建筑，用考古成果来实证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据介绍，在众多珍贵文物中，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乾隆内

府舆图》、新疆尉犁县 2019 年考古发现的千余件唐代安西都护

府军镇遗物、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唐代佛教壁画均系首次在荧屏

上亮相。

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以考古成果诠释“中国之新疆”历史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