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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戏剧工作 30 年来，每次创作

时我总会思考：观众用两三个小时看

一部戏，我们的作品能够在精神和审

美上带给他们怎样的感受，是否可以

满足他们走进剧场前的期待？

凭借话剧《大道》，我获得第十七

届文华导演奖。创排话剧《大道》时，

我同样思考了很久。在话剧舞台上，

科技题材的作品是相对少见的，而《大

道》则恰恰聚焦于通信科技领域。创

作之初，我反复思索：我们最想与观众

交流的是什么？最终，经过反复修改

剧本，我们选择以主人公的个人成长

经历为切入点，将他的人生历程与国

家的奋斗发展之路相结合。看过这部

戏，观众会感到，我们的生活远比戏剧

更丰富、更宏伟。

《大道》采用“三线并行”的戏剧结

构，全剧采用叙述体，着重呈现了主人

公人生中的几个转折点，16 名演员分

别扮演 30 多个角色，有时是剧中人，

有时是叙述者，演员于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切换，不时与观众直

接交流，促使观众对剧情和人物进行思考。

在很多人看来，《大道》的形式是新鲜的，但在创作过程

中，我从未以追逐新颖的表现方式为最终目的，而是希望挖掘

生命最独特的戏剧价值。当创作者找到了人物最独特的戏剧

价值，在此基础上构思、生发的表现手段和形成的舞台效果，

自然会是“千戏千面”、各不相同的。只有当形式与内容产生

有机联结，观众才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剧中人对话。例

如话剧《林则徐》将着眼点放在林则徐强大的精神世界，让这

个很多人熟悉又陌生的人物有血有肉地出现在舞台上；创作

即将上演的歌剧《山海情》时，我试图找到宁夏西海固村民独

有的情感表达，展现脱贫攻坚中福建与宁夏两地人民之间的

深厚情谊。

坐在剧场，花两三个小时看一场话剧，是一种难得的享

受。人们因为舞台聚在一起，分享笑声、泪水与思索，这样的

体验是独特而珍贵的，这是剧场艺术的魅力。作为创作者，我

们并不能事先预想某一句台词、某一段音乐、某一处调度会拨

动哪位观众的心弦，但我们知道，创作可以在观众心中留下

印记。

从事戏剧创作这项事业，我感到非常幸福。未来，我将和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一道，以戏剧为媒介，把具有审美品格的作

品带给更多观众，用戏剧传递更多的真善美，滋养人们的精神

世界。

（作者为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导演，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

整理）

用
戏
剧
传
递
真
善
美

王
筱
頔

以戏剧为媒介，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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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北京 9月 28日电 （记者吴月辉）基于“祝融号”火星

车传回的雷达数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和北京大学共同研究的成果表

明，“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数米厚的火星土壤层下存在两套

向上变细的沉积层序，可能反映了 35 亿年前至 32 亿年前以来

多期次与水活动相关的火星表面改造过程。现今该区域火表

以下 0—80 米未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据，但不排除存在盐冰

的可能。相关研究结果 26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祝融号”着陆区位于乌托邦平原南部。乌托邦平原是火星

最大的撞击盆地，曾经可能是一个古海洋，预示着火星早期可能

存在过宜居环境。详细的火星地下结构和物性信息是研究火星

地质及其宜居环境演化的关键依据，是火星探测的重要内容。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对前 113个火星日、探测长度达 1171
米的“祝融号”火星车低频雷达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获得了浅

表 80米之上的高精度结构分层图像和地层物性信息。

此外，“祝融号”火星车次表层探测雷达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探测乌托邦平原南部现今是否存在地下水/冰。低频雷达

成像结果显示，0—80 米深度范围内反射信号强度稳定，介质

具有较低的介电常数，排除了巡视路径下方含有富水层的可

能性。热模拟结果也进一步表明，液态水、硫酸盐或碳酸盐卤

水难以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地下 100 米之内稳定存在，

但目前无法排除盐冰存在的可能性。

我科学家揭示火星乌托邦平原浅表结构

“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9 月 2 日，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刘洋完成首次出舱时，如此感叹。

10 年前，刘洋搭乘神舟九号载人飞船首

次飞天，离开“天宫一号”时曾许下愿望：“我

一定会再回来。”10 年后，刘洋实现了再次飞

天的梦想。

10 年太空之约，见证着中国载人航天的

跨越之旅，也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由大向强

的铿锵步履。

“新时代航天事业的蓬
勃发展，让我有了绽放青春
的舞台”

10 年前，吴华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年

轻的科技人员之一。多年来，他在一次次跨

岗位、跨专业、跨领域的锤炼中，成长为中国

载人航天史上最年轻的 0 号指挥员，担负着

飞船发射航区“发令官”的重要职责。

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受命出征；吴华第一

次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执行 0 号指挥员的

使命。为了完成好任务，他每天吃住在现场，

白天、晚上都要到发射场各个点位，对千余套

设施设备进行巡查，11 层的塔架不知爬了多

少趟。

“点火！”2021 年 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吴

华清晰洪亮的口令声响起，通过电波传向世

界，展现了中国航天人的自信。

和吴华同为 80 后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科技人员张润红，也有同样的经历。

“成为我国首位女性‘01’指挥员”，这是

张润红内心深处的梦想。

“01”指挥员负责组织协调发射场各系统

按照计划和节点推进工作，直至火箭发射。

为此，张润红学习了每个系统的知识，取得了

所有岗位的“资格证书”。2018 年 11 月 1 日，

张润红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担任第四十一

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务“01”指挥员。如今

她 作 为“01”已 成 功 指 挥 了 6 次 航 天 发 射

任务。

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王亚平圆满完成神

舟十号任务后，在逐梦星河的路上，一次次挑

战自我、挑战极限。她作为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再度出征太空，成为中国首位出舱的女航

天员，实现了从飞上太空到漫步太空的梦想。

“新时代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让我有了

绽放青春的舞台。”王亚平庆幸自己身处一个

伟大的时代。

“中国航天下一个五年、十年将涌现更多

精彩、铸就更大辉煌。”神舟十四号乘组指令

长陈冬在天地连线时说。

“希望能陪伴更多的中
国航天器飞向更远的深空，
去探索更多的未知”

这是一张悬挂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大厅的巨幅照片：孤独的玉兔二号月球车调

转相机镜头，回望自己代表人类在月球背面

走出的第一行足迹。

这行足迹，承载着飞控团队无数个日夜

创新攻坚的汗水。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遥

操作团队成员荣志飞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总

会想到这句话——“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

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

月球车在月背巡视，这在人类航天史上

尚无先例，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月背看

上去整体平坦，实际上遍布各种撞击坑，每前

进 1 厘米都危险重重。月球车一旦掉进去，

就有可能永远爬不出来。荣志飞和团队成员

从零起步，突破月面地形建立、月球车路径规

划与行走控制、虚拟现实操作与控制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驾驶玉兔二号月球车行驶里程

超过 1200 米、正常工作超过 3 年。

在玉兔二号月球车遥操作实践基础上，

他们构建了火星车遥操作技术体系。如今，

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火星上的祝融号火星

车已行驶近 2000 米，获得了大量科学研究

数据。

“希望能陪伴更多的中国航天器飞向更

远的深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从“玉兔二

号”到“祝融号”，荣志飞如此畅想未来。

深空探测，轨道先行，高精度定轨不可或

缺、至关重要。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轨道

控制专家刘勇和团队攻克非对称降轨、轨道

平面机动、环月注入轨道等难题，实现了国际

上首次从月球飞往日地 L2 点的飞行控制。

2020 年 12 月 17 日，按照他们精算的轨道方

案，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 1731 克月壤精准返

回地球。

10 年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团

队突破掌握 58 项飞控关键核心技术，填补 44
项国际国内空白，为我国建造空间站、完成探

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跻身行星探

测世界先进行列发挥重要作用。

2017 年 7 月，一场“中星 9A”卫星的应急

抢救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打响。“中星 9A”发

射入轨后，初始轨道远地点高度与预定初始

轨道远地点高度产生了极大的偏差。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科技人员奋战 16 个昼夜，准确实

施了 10 次轨道调整、6 次定点捕获，抢在最后

时间窗口，让卫星成功定点于预定轨道，为国

家挽回价值 10 多亿元的重大资产损失。

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就来自这个团队，

他多次带领团队创造“地上人抢救天上星”的

航天奇迹。近年来，面对太空轨位资源紧张

的挑战，他们打破国际传统“多星共位”控制

模式的束缚，研究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突破

了同步轨位资源高效利用的难题，为保护我

国太空资产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要管好用好，

更要保护好。这成为航天测控人追星揽箭的

不竭动力，与浩如烟海的数据、纷繁复杂的程

序打交道，引领着一颗颗“中国星”安全稳定

运行。

四大发射场功能布局
持续优化，航天发射次数屡
屡刷新纪录

航天发射领域一直是创新比拼的高地。

2022 年 3 月 29 日，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

首个“智慧发射场”首战告捷。这是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加强技术创新和实践创造的生动

缩影。

发射指挥员张鑫介绍，如今的发射工位，

改变了以往火箭临射前大量人员近端操作的

传统模式，实现了火箭发射前 4 小时内无人

值守，大大提高了指挥管理效率。

海风吹拂，椰林映衬，塔架矗立。前不

久，执行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 B
遥四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与先期

运抵的梦天实验舱一起，正在紧锣密鼓开展

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梦天实验舱成功

发射后，中国空间站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

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独立建造、独立运行的“太

空家园”。

瞄准“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的目

标，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火箭、商业航

天发射工位等重大工程全面开启，一座瞄准

世界一流的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在崛起。随着

中国航天事业由大向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

新型航天发射场——文昌航天发射场正成为

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中国行星探测母港、中

国探月新母港。

10 年间，我国四大发射场功能布局持续

优化，航天发射次数屡屡刷新纪录，海上发射

填补我国航天海基发射能力空白，多型新一

代火箭先后成功入列。10 年来，从航天任务

连战连捷到重大航天工程深入推进，从空间

科学探索到航天科技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一次次振奋人心的火箭腾飞，一项项令人

惊叹的航天成就，勾勒出新时代航天人的奋

斗轨迹。

航天任务连战连捷，重大航天工程深入推进——

相约浩瀚太空，逐梦航天强国
余建斌 刘显波

从航天任务连战连捷到
重大航天工程深入推进，从空
间科学探索到航天科技成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10年来，
一次次振奋人心的火箭腾飞，
一项项令人惊叹的航天成就，
勾勒出航天人接续奋斗的轨
迹。10年太空之约，见证着中
国载人航天的跨越之旅，也见
证着中国航天事业由大向强
的铿锵步履。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R

28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发布会，介绍了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

址、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河南开封州桥与

汴河遗址、浙江温州古港遗址考古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2022 年第

一至第三季度，全国考古工作有序开展，取得

重要进展。“考古中国”18 个在研重大项目统

筹推进，254 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

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第五阶段深入推进，实

证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脉络。1157 个基本建

设考古项目及时、高效开展，20 个省（区、市）

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措施。西沙海域

深海考古突破 2000 米，上海“长江口二号”古

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启动，水下考古亮点

突出。全国 71 家考古机构编制数增加 1500
余个，8 个考古专业培训班系统培训 219 名

一线考古人员，考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

址。1989 年与 1990 年，该遗址先后出土 2 具

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 80 万年至 110 万

年左右，属于直立人，被命名为“郧县人”。

2021 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

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现 1 具

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

县人 3 号头骨”。这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

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中国社

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介绍，“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

关键节点上，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

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其东北

约一公里便是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石

寨山古墓群。2021 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云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说，考古勘探发

现地下保存 10 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年代从

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近两年的

考古发现以汉代遗存为主，为寻找西汉所置

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遗址出土的大

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州桥与汴河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鼓楼

区。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

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明

代末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2018年至

2022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州

桥遗址和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开封城

历史上曾多次被泥沙掩埋，如今城下自下而

上依次埋藏着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

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及清开封 6 座古城。州

桥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

神秘面纱。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

营说，考古发现州桥、汴河河道和河道南北两

岸的宋代石壁等重要遗迹。汴河河道发掘过

程中，在河道底部发现有宋代船只上照明使用

的船灯，灯上印有消防提示语：“慎火亭（停）

水”。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现的宋代堤岸石

壁上雕镌有海马、瑞兽、鹤禽、祥云浮雕纹饰，

纹饰通高约 3.3 米，总长约 30 米，构成巨幅长

卷，再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所载“近桥两岸，

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的胜景。州

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

的石刻，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

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截至 2022 年 7
月，州桥遗址新发现共出土各类文物标本 6
万多件，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 117 处

等。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北

宋东京城繁华的宏大历史场景，对于研究北

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有重大意义，为研究

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

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主体为宋元

时期遗存。 2021 年 10 月以来，浙江省文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等 单 位 对 该 遗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

考古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建筑遗迹、码头、

道路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瓷器（片）、漆木器

等文物，瓷器绝大部分为龙泉窑产品，部分

瓷器外底有墨书。古港遗址规模庞大、体系

完整、内涵丰富，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

港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历史见证。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一批成果

开封州桥遗址发现北宋巨幅石雕壁画
本报记者 王 珏 王 者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本报合肥 9月 28日电 （记者徐靖）日前，2022 年书香安

徽“江淮读书月”活动开幕。据了解，活动以“阅读新时代 奋

进新征程”为主题。读书月期间，安徽省 133 家图书馆进行联

动，采取“阅、演、展、讲、赛”加线上服务的模式，持续推动书香

安徽建设走深走实。

活动期间，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持续开展“百馆联动推

广阅读”、主题公益文化讲座展览、共享数字阅读、特殊群体文

化阅读、“百辆次流动图书服务车大行动”、图书漂流公益捐赠

等系列线上线下活动，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其中“百馆

联动推广阅读”包括长三角公共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阅读马拉

松”大赛、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举办的古诗词大会等活动。

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举办

本报广州 9月 28日电 （记者罗艾桦）近日，原创音乐剧

《殷红木棉》在广州大剧院亮相，向观众讲述为中国革命英勇

奋斗的杨殷同志的人生故事。

《殷红木棉》全景式展现杨殷 1911 年参加黄花岗起义至

1929 年壮烈牺牲的经历，以“热血青年、折戟沉思、永跟党走”

为轨迹，热情讴歌了他早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组织声援上海工

人罢工、在上海英勇就义等感人事迹。该剧是 2022 年广州艺

术季参演剧目之一，由星海音乐学院、中共中山市纪委等出

品，中国音乐剧协会会长钟浩担任导演。

原创音乐剧《殷红木棉》上演

图①：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

现场检查出土的封泥。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②：工作人员在清理河南开封州桥

遗址出土的巨幅石雕祥瑞壁画。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图③：河南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发现实

证开封“城摞城”。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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