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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萍乡 9月 14日电 （记者郑少忠）纪念安源路矿工人

运动 100 周年座谈会 14 日在江西萍乡举行。座谈会由中华全

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西省委主办，党史专家、理论专家、革命后

代亲属代表等参加座谈，共同追忆光荣历史、感悟红色力量。

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同期举行。

100 年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

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

响。近年来，萍乡不断在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弘扬

红色文化上下功夫，系统构建“1+4+N”党性教育新格局，加

快推进安源景区 5A 创建，示范建设 29 个“红色名村”，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全力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创新区。

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我小时候喜欢做航模，常到家附近的

工厂捡废弃的铁皮。宏阔整齐的车间、轰

鸣的机器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是我对

工厂的初印象。接到《麓山之歌》的剧本

后，我们走进许多企业调研，发现传统的

“工人造机器”已经转变为智能化的“机器

造机器”，我觉得应该把镜头对准今天的工

业、工人和工厂，展现这个时代的工业文化

和工匠精神，奏响混合机器轰鸣声与温暖

烟火气的时代之歌。

电视剧《麓山之歌》是中宣部和国家广

电总局“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展播剧

目，国家广电总局“我们的新时代”创作展

播活动重点剧目。这部剧讲述一家重工企

业依靠自主技术创新攻关、勇攀高峰的故

事，勾勒出中国装备制造业“智造化”转型

发展的时代脉动。

工业题材剧涉及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内

容，视觉化呈现难度较高，是行业公认的

“硬骨头”。怎么把专业硬核的知识传递给

观众，进而引起共鸣？

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是我们始

终坚持的第一要义，也是这部剧拍摄的强

大动力。此前，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学

习各种专业知识，柱塞泵的原理是什么、挖

机的型号有哪些、臂架泵车的作用是什么

……把功夫下足了才能讲好故事，细微之

处见真章，我们追求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

创作一部真实可信、经得起检验的工业题

材剧。

让电视剧创作回归戏剧性本身，才能

给观众提供有质感的观剧体验。实际拍摄

中，大量场景都在实景车间里进行，现场收

音、同期录音后再进行复杂的后期处理。尽管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现实主义题材剧的拍摄面临许多困难，我们依旧

朴实地坚持，剧中该有的生活感要保留，该有的生活场景一定

要还原。从片头到正片，我们运用大量镜头对机械运作的具

体过程、操作原理进行细节特写……机器也是这部剧的主角，

我希望通过恢弘的视觉效果，演绎出人与机器的深情对视。

这几年，主旋律剧逐渐成为荧屏主流。如何让主旋律剧

更好看，对电视剧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回首 30 多年的创

作之路，我执导了《誓言无声》、《平凡的世界》、《功勋》之《能文

能武李延年》单元、《百炼成钢》等多部主旋律剧目。好作品的

生命力是无限的，《能文能武李延年》播出一年来，仍不断收到

观众自发地评论、推荐。这让我感受到，年轻观众其实并不排

斥或抗拒主旋律，关键是如何把今天年轻人的“代入感”调动

起来，让观众和角色之间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

我认为，关键是加强主旋律作品的艺术特色，按照艺术规

律去讲好故事，让观众自然而然受到感染，发自内心地认同作

品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比如，《麓山之歌》既诠释了现实生活

的真实变化，也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视觉表现手法；《能文能武

李延年》将战争场面进行高度逼真的还原，又融入细腻感人的

情节触动观众内心。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故事源于生

活、人物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动，这几个特质

缺一不可。今天的观众不会被“假大空”糊弄，真实才能可信，

可信从而带入，带入进而共情。

也要认识到，不是选择主旋律题材就能创作出优秀作

品。我一直坚信一个理念，那就是创作者不能用个人经验去

评判观众需求，不要关在书斋里去想象观众。“怎么拍”比“拍

什么”更重要，先解决“有没有”，再来说“好不好”。让人物真

实与情感真挚相交织，用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相呼应，用心用

情用功把具有正向引导、体现艺术水准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这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激励着电视剧

工作者不断开拓更广阔的题材空间。

（作者为导演，本报记者陈圆圆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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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电 （记者陈圆圆）电视教学节目《同

上一堂课》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家电视空中课堂频道播出，

为各地师生提供教学新渠道。今年秋季学期，《同上一堂课》

持续更新课程资源，上线了小学全学段同步课程，超过 600 名

优秀教师参与课程录制。

《同上一堂课》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开播至今，录制了 6300
余节课程，总时长近 17 万分钟。接下来，节目将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增强影响力、传播力，打通优质

教学资源与偏远地区薄弱学校的连接，助力教育均衡发展。

《同上一堂课》搭建空中课堂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句民谣

道出秦腔在陕西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2006 年，秦腔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如今的秦腔不只

有“吼”出来的高亢激越，更以愈发新鲜多样的形式，吸引更多

人的喜爱。

巧笑嫣然，水袖摇曳，秦腔虚拟数字人“圈粉”不少年轻

人；将传统戏曲搬上大银幕，秦腔 3D 电影《三滴血》让观众感

受经典魅力；《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关西夫子》等秦腔现代

剧、新编历史剧续写时代弦歌……近年来，古老的秦腔艺术正

在通过多种方式亲近群众，焕发新活力，将陕西的这张文化名

片擦得更亮。

跨界，打通沟通渠道

“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樱桃小口，眉似柳叶，清嗓悠

扬，水袖曼舞，一名秦腔小旦款款而出。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

节上，这个名叫秦筱雅的虚拟推荐官让人耳目一新。

在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先导片中，秦筱雅与摇滚歌

手同台献唱，完成了一次有趣的跨界演出。西安市民李柳感

到很新奇：“原来秦腔也可以这样‘潮’。”

“ 秦 筱 雅 的 人 物 形 象 和 动 作 采 用 三 维 建 模 完 成 ，一 般

动画人物的整体解析建模大概只要 3 万个面，但这次仅头

饰建模就达到了 70 万个面。”秦筱雅设计制作团队成员张

曦说，“我们希望通过制作数字化代言人，拉近秦腔与年轻

人的距离，让更多人爱上秦腔。”

6 月 15 日，秦腔 3D 电影《三滴血》在西安首映。《三滴血》

创作于 1918 年，是西安易俗社的经典剧目，1960 年就曾被制

作为黑白电影。“老电影《三滴血》我也看过，这次的 3D 版好像

自己就站在舞台上，演员就在面前唱似的，跟在剧院看戏的感

觉很不一样。”一名老戏迷看后兴奋地感慨。

市场太小，听戏的人越来越少，是秦腔业内人士的普遍感

受。“多元的文化娱乐方式兴起、城镇化步伐加快都是戏曲变

成‘小众’的外部因素。”秦腔史研究学者苏育生认为，“一方水

土养一方戏，秦腔包含着西北地区深厚的文化基因，具有不可

替代性。需要思考如何巧妙地将唱腔、服饰、仪态、舞台等

文化元素有效利用，增加秦腔的吸引力，让秦腔符合现代文

化品位。”

“秦腔+摇滚”“秦腔+动漫”“秦腔+电影”……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秦腔+”让秦腔跨界出圈，探索传统戏曲现代传播

的更多可能性。西安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寇雅玲说：“要

找到秦腔文化与当代观众沟通的新渠道。只有不断为传统文

化创新赋能，才能让秦腔在兼容并包中不断成长，让秦腔在陕

西唱得更响亮。”

创新，演绎时代故事

“听了秦腔，肉酒不香。”戏迷们这样形容对秦腔的痴迷。

如今的秦腔创作也在求新求变，吸引更多观众。

今年 5 月，秦腔现代剧《守护者》在西安上演。台上，层叠

林立的楼宇让不少观众感到新奇。生动的舞台效果是由一面

168 平方米的“冰屏”完成的，这种透明的显示屏极大丰富了

舞台视觉语言。“有的秦腔剧还会用到多块移动的‘冰屏’。”

《守护者》导演、三意社艺术总监何红星说，“近年来，现代舞台

美术设计被大量运用在秦腔剧的创作当中，增强了表现力和

感染力。”

秦腔音乐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秦腔表演的乐队只有几个

人，现在大型的秦腔剧会用到五六十人的民乐队。比如拉弦

乐器，我们就会用到高胡、中胡、二胡等，给观众更丰富立体的

听觉享受。”何红星说。

秦腔的当代创作对演员也提出了更多挑战。“不少戏迷都

说我这次是‘脱胎换骨’。”35 岁的青年演员王航说。今年 6
月，秦腔新编历史剧《诗圣杜甫》在西安上演，王航饰演主角杜

甫。“新创剧目对演员创造力的考验极大。比如其中的一场高

潮戏，我原本是收着唱，而导演要求我将情绪爆发出来，真正

上台后，我才懂得其中的奥妙。”

最近，秦腔导演王化武正在排演一部讲述返乡大学生带

动群众致富的新戏。他认为，秦腔创作应当找到传统与时代

的结合点，“提升舞台的感染力，要丰富我们的表达手段。”近

年来，陕西创作了一批质量高、口碑好的秦腔现代戏和新编历

史剧。“要创作出能与当下现实生活同频共振的优秀现代戏作

品，需要反映百姓的心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

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老戏迷不爱看新戏，年轻戏迷

领略不了传统戏的魅力。“这说明秦腔的抢救传承迫在眉睫。”

苏育生认为，“创新的前提是传承。许多秦腔表演者的唱腔、表

演、特技与老艺人有明显差距，随着受众审美意识的提高，自然

要对艺术深度有更高要求。要系统地研究总结秦腔传统技艺，

各剧团应当有继承总体规划，充分创造条件培养接班人。”

融合，传承城市文脉

秦腔脸谱、传统戏楼，唱腔飘入耳畔，精致的浮雕诉说

百年往事，这里就是易俗社文化街区。2021 年 9 月，这个以

秦 腔 剧 团 易 俗 社 为 核 心 的 秦 腔 文 化 展 示 区 正 式 开 放 ，集

“馆、展、演、旅游、体验互动”于一体，成为展现西安城市文

化的新窗口。

成立于 1912 年的西安易俗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

社团。为了让秦腔拥抱更多观众，易俗社文化街区应运而生。

在易俗社文化街区的建设中，不仅易俗大剧院得到了硬

件提升，让观众能够得到更好的观戏体验，还新增了易俗社百

年博物馆和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让游客可以领略秦腔文化

和易俗社的百年历史与艺术成就。在地下一层，情景式文化

街区还原了老西安的许多文化生活场景，为易俗社文化街区

增添了不少烟火气。

“易俗社文化街区的建设整合盘活了周边的硬件资源，

让秦腔文化有了更有力的传播载体，不仅保留了浓厚的秦

腔艺术文化气息，更为城市增添了活力。”西安易俗社社长

惠敏莉说。

每到周末，紧邻西安城墙的三意社小剧场都有好 戏 开

场 ，精 彩 的 折 子 戏 和 名 家 清 唱 让 观 众 感 受 秦 腔 的 魅

力 。 何 红 星 介 绍 ，这 个 小 剧 场 由 有 100 多 年 演 艺 史 的 三

意 社 与 西 安 城 墙 景 区 联 手打造，让更多游客在短时间内

可以领略秦腔艺术和关中文化。

在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何桑看来，戏曲艺术与城

市文化是融合共生的，戏曲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城市

的 文 化 气 质 。“应 当 鼓 励 推 出 具 有 秦 腔 艺 术 特 色 的 旅 游 演

艺 项 目 、沉 浸 式 体 验 场 景 和 主 题 旅 游 线 路 ，鼓 励 合 理 利 用

秦 腔 艺 术 资 源 开 发 文 化 创 意 产 品 。 这 样 才 能 培 养 熏 陶 更

多 年 轻 的 戏 曲 工 作 者 和 受 众 ，戏 曲 保 护 传 承 才 能 永 葆 活

力。”何桑说。

陕西擦亮秦腔文化名片—

为传统文化创新赋能
本报记者 原韬雄

在陕西，秦腔不只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更是人们生活中有着重要地
位的文化元素。近年来，陕西通过“秦
腔+”跨界尝试、创排新剧目、丰富表达方
式、推动文旅融合等，让秦腔唱得更响
亮，让这张文化名片更闪亮。

核心阅读

近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主作业船“大

力号”驶离停泊码头，起航前往“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现场，

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开启海上施工。

“长江口二号”古船为一艘清同治年间的木质帆船，是

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

量巨大的木质帆船。7 月 6 日，在完成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

程海上预处理阶段作业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交通运

输部上海打捞局组成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项

目团队即刻投入海上打捞的前期准备工作。此次古船打捞

迁移工程采用的是世界首创“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

技术”，在海上现场作业时，“大力号”将在古船四周下放 22
根巨型弧形梁，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柱沉箱，把古船及其附

着的厚厚泥沙与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因此，端板

—纵梁框架整体组装是前期陆上准备工作的重点。端板—

纵梁框架整体是由 22 根弧形梁连接形成一个长 48 米、宽 19
米的半圆柱箱体基座，其组装精度将直接影响海上弧形梁

穿引。为了海上现场施工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对端板—纵

梁框架进行了陆地整体组装。历经 50 多天奋战，最终 2 个

端板、4 根纵梁共 16 节短梁完成组装。同时，顺利完成了端

板下沉辅助装置调试、发射架组装、管线连接调试、控制室

传感器调控、桩筒焊接、吊梁安装等准备工作。

此次“大力号”再次出海，标志着“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

与文物保护项目最核心的环节——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正

式全面启动，进入海上施工“总攻时刻”，也意味着离揭开古船

“身世”越来越近。

“大力号”整个海上作业时间预计花费 2 至 3 个月，随后将

由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将总重量 1 万余吨的古船沉箱同

步提升出水，再“怀抱”古船沉箱送入“奋力”轮中部开口处。

为了确保古船能整体打捞出水、平安运输到达“新家”，上

海打捞局项目团队创新性地为古船专门设计建造了一艘中部

开口的打捞专用工程船“奋力”轮。船上装有 46 套液压提升

系统，通过同步提升技术将包裹古船的沉箱提升进入中部开

口，再直接经海上运输，整体驶入船坞坐底，最后将古船沉箱

卸载，安全搬进“新家”。目前，已选定杨浦上海船厂旧址作为

“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后的“新家”。

在前期水下调查和整体迁移预处理阶段，已经提取、清理

了部分古船相关出水文物。在最近预处理阶段中，古船北部

同时发现了船舵和铁锚。其中，铁锚为四爪锚，长 3.3 米（不含

铁环），是目前国内发现较大的古代四爪铁锚。此外，目前已

经清理的 600 多件出水瓷器大多产自景德镇，其中高 60 厘米

的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中藏了 50 件制作精良

的青花团龙纹杯。

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后，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将根据古船考

古和文物保护方案，围绕古船遗址形成过程、建造技术、航线

等课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揭开“长江口二号”古船蕴藏的大量

谜题。

“长江口二号”古船
整体打捞迁移工程开启

本报记者 曹玲娟

本报北京 9月 14日电 （记者贺勇）北京市东城区近日启

动“故宫以东”共创计划，中国美术馆、北京人艺、嘉德艺术中

心等 14 家优质代表企业、文化机构作为“共创合伙人”成员，

借助“故宫以东”搭建的业态融合平台开展深度协作，揭开了

深入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东城区还发布了 2022 年四大主题线路：文博艺术、戏剧

演艺、传世非遗、书香致远，通过梳理、包装、整合、展示区域

内 53 家优质文商旅资源，不断满足群众的休闲品质化、旅游

个性化和文化获得感需求。“故宫以东”的动漫形象——“麒

东东”同时发布，以钟鼓楼的麒麟碑为创作原型，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打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门。

“故宫以东”共创计划启动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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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粉彩二甲传胪图杯。

图②：青花团龙纹杯。

图③：绿釉杯。

以上均为上海市文物局供图

图④：“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

移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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