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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要 时 间 和 精 力 允 许 ，

我 还 是 经 常 关 注 着 中 西 医 结

合方面的研究进展。这些年，

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医、理、药

研 究 更 加 深 入 …… ”在 天 津

市 南 开 医 院 主 楼 9 层的专家

办公室，年届百岁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原天津医学院名誉院

长 吴 咸 中（见 上 图 ，天津医科

大学供图）说起中西医结合的

研 究 与 应 用 ，依 然 精 力 充 沛 、

娓娓道来。

吴咸中，1925 年生，为中西

医结合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

血。他创立并不断完善了中西

医结合诊疗急腹症的新体系；

建立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国家级

重点学科，成为国内中西医结

合领域的示范学科之一……

2018 年退休后，吴咸中心

系事业、甘于奉献，继续在中西

医结合领域发光发热，推动中

西医结合事业向前发展。

2021 年，一名患者突发腹

部疼痛，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

腺炎，伴随多种并发症，入院后几经治疗仍不见好转，生命

垂危。吴咸中院士带领中青年医疗团队接手了该患者的治

疗，经 13 次微创化胰腺坏死组织清除和脓肿引流术，配合

中西医结合快速康复体系的综合治疗，患者得以逐渐康

复。这成为救治疑难急腹症的经典案例之一。

2024 年，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征集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

医经典临床案例工作中，吴咸中指导总结的 10 例肝胆胰外

科、胃肠外科疑难病例被充实到成果库，为传承国医大师的

临床诊疗经验、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作出了贡献。日

前，吴咸中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多年来，吴咸中还先后主编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

腹症》《急腹症方药新解》等专著，特别是《中西医结合治疗

急腹症》，成为很多外科医生常用的“工具书”。

翻开新近出版的《吴咸中中西医结合急腹症学》一书

目录，第四十五章的标题是《中药“板块学说”在急腹症中

的应用》。“这是老师近年来参与的一项重要课题。”吴咸

中的学生、天津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崔乃强介绍，天津市

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对通里攻下法、活血化瘀法、清

热解毒法及理气开郁法等代表方剂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

究，并且从单个治则研究转向不同治则之间的协同或增

效作用的研究，进而提出了“板块学说”，并进行了深入研

究阐释。

多年来，吴咸中始终坚守在医疗、科研、教学一线，定期

参加外科会诊，指导中青年医疗骨干制定实施高难度治疗

方案，成功救治高危疑难病症患者；主持举办中西医结合急

腹症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

的技术骨干；退休后仍带领研究生搞科研，写出了一批高水

平的实验研究报告。

“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

问要不知足。他的谆谆教诲，时刻提醒着我对待科研要尽

心竭力、勇攀高峰。”崔乃强说。

吴咸中曾将获得的数十万元奖金捐给学生和医院，用

于培育青年人才和发展中西医结合事业。为进一步支持中

西医结合外科方向的学科建设，2022 年他再次捐出个人奖

金 20 万元作为科研立项资助基金。

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吴咸中还于 2019 年在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建立院士工作站。有了这个工作

站，沧州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在医、教、研等方面得到很大

提升。2024 年，该院普通外科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审出的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项

目名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咸中多次提到“中西医结合事业

发展前景光明”。当前，在国家支持下，中西医结合专业已

经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专家组成、结构合理的人才梯

队，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西医结合这项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仍需付出更

多努力。”吴咸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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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李建广）近日，记者从京

津 冀 产 业 协 同 暨 先 进 制 造 业 集 群 发 展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京津冀自动驾驶实现跨域全场景应用，开放自动驾驶

测试里程 4311 公里，完成测试里程 6000 余万公里，打造了

国内最大智能网联汽车城市级应用场景。同时，全国首

部全环节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创新应用活动地方立法制定

出台，实现三地政策互认，自动驾驶车辆可便捷开展道路

应用试点。

据介绍，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在自动

驾驶解决方案、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示范等方面各具特

色、优势互补。区域合作紧密协调，京津塘高速“燃料电

池+自动驾驶+北斗导航”全线贯通，三地联合建设 8000 亩

京津冀汽车生态港；产业链攻关全覆盖，以集群内企业作为

创新主体，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卡脖子”环节，通过三地

联合开展旨在解决关键基础技术和产品工程化攻关难题的

产业筑基工程等，推动 22 项卡点攻关，车载操作系统等 4 项

卡点已实现规模应用。

京津冀打造全国最大智能网联汽车城市级应用场景

2025 年 1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指出：“新起点上，

希望你们传承前辈名家优良传统，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艺、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

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传承发展京剧艺术、创排演出经典剧目、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建院 70 年来，国家京

剧院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一代代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让

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日前，本报记者走近国家京剧院几位艺术工作者，记录他们

践行艺术为民，接力传承京剧艺术的生动故事。 ——编   者   

建院70年来，国家京剧院不断壮大艺术人才队伍，繁荣发展京剧事业

 锦绣梨园传新韵
       一曲京腔动人心

本报记者   王   珏

■R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戏曲事业的繁荣

发展。

如 何 让 京 剧 艺 术 持 续 焕 发 时 代 光

彩？答案写在国家京剧院艺术工作者们

70 年的接续努力中。践行艺术为民，剧

院自成立以来创编上演了 600 多部优秀

剧目，不断为观众送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

宴；坚持崇德尚艺，继承着“一棵菜”传统

和“传帮带”模式，剧院涌现出李少春、袁

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翁偶虹、阿甲等一

大批优秀戏曲人才；坚持守正创新，采用

新技术、新形式引领年轻人欣赏京剧，近

些年新编的一些历史剧，年轻观众上座率

达到 50%。

中国戏曲艺术的宝库中，京剧是极

为璀璨夺目的明珠。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广大青年艺

术工作者们将不断激发创新创造的内在

动 力 ，扎 实 打 磨 每 一 出 戏 ，认 真 塑

造 每 个 角 色，创作演出更多优秀作

品，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李俊杰

■快评R

幽咽婉转、低回曲折，舞台上，青年程派

青衣吕耀瑶演绎的女史学家班昭，再现了东

汉才女的人生遭际、情感纠葛以及治史经历。

前不久，国家京剧院新编历史剧《女史赋》在

梅兰芳大剧院一经首演，广受好评。

这是国家京剧院为青年演员积极搭建成

长平台、复排经典剧目，让青年演员施展才华

的一个缩影。70 年来，国家京剧院赓续中华

文脉，创作文艺精品，不断壮大艺术人才队

伍，不断繁荣发展京剧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

“让更多年轻人脱颖而
出，绽放舞台”

作为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深知，戏曲事

业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人。国家京剧院现有演

员、演奏员、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等专

业人员 380 余名，其中一多半年龄不到 35 周

岁，占比超过 60%。王勇说：“我们要多培养

青 年 一 代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脱 颖 而 出 ，绽 放

舞台。”

2022 年，国家京剧院改组成立青年团，连

续推出 3 台由青年演员担当主角的重点剧目。

《五女拜寿》起用 17 名各行当、各流派优秀青

年演员；《主角》由青年梅派青衣付佳担任主

角；《杨门女将》由年仅 27 岁的姜美伊扮演穆

桂英，全体演员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2024 年

8 月，青年团开启全国巡演，在上海连演 6 场，

观众点赞“青春气象、大团风范”。

同时，王勇发现，青年演员对传统剧目和

传统京剧精粹的掌握还有提升空间。为此，

国家京剧院坚持为青年演员复排经典剧目，

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提升技能。“‘角儿’都是

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王勇说，青年演

出品牌“这里有戏”常态化演出三年来，演出

近 200 场。

每当王勇加班至深夜离开办公室时，他

常常看到练功房亮着灯，年轻演员、演奏员还

在熬夜练功。这也让王勇想到了自己的青春

岁月。

12 岁，王勇与戏曲结缘，学习家乡江西的

采茶戏，含蓄凝练、意蕴悠长的诗词，让他感

受到古诗词的魅力，也孕育了他的编剧梦。

23 岁，王勇大学毕业入职中国京剧院（国家京

剧院前身）做专职编剧，创作京剧《项羽》、黄

梅戏《英子》、话剧《国之大臣》、歌剧《红船》、

舞剧《红高粱》等经典作品。创作中，王勇心

入于境、神会于物，以传统诗学解构作品，以

诗情意境牵引作品，气韵生动、自成一格。“用

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更见民族生气、更显

文化气度。”王勇说。

“习近平总书记给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

的回信，为国家京剧院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指明了前进方向。”王勇说，“总书记回信

精神将鼓舞每一名青年文艺工作者，在戏剧

舞台上绽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青年演员郭霄——

“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演
员用‘自己’去承托”

铁镜公主出场时，先在幕后一声京白：

“丫头，带路哇！”声调明朗轻快，充满生活气

息。只见扮演者郭霄环佩叮当、款步走出，不

重不飘，站定亮相。不念引子、不念定场诗，

也不自报家门，她直接唱出 4 句西皮摇板：“芍

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

喧。我本当与驸马同去游玩，怎奈他这几日

愁锁眉间。”

唱腔婉转处，铁镜公主的娇俏可爱尽显。

这一出《四郎探母》，郭霄展现出扎实的表演

功底、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作为京剧艺术表演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郭 霄 在 不 少 传 统 剧 目 和 新 创 大 戏 中“ 挑 大

梁”。从初入梨园到站在舞台中央，郭霄的成

长并非一蹴而就。10 年学艺时光，她心无旁

骛。2010 年大学毕业考入国家京剧院后，她

全心投入、磨练技艺。

在郭霄看来，自己的点滴进步离不开京

剧前辈的引导与帮助。《大漠苏武》是郭霄进

入国家京剧院参演的第一部新编戏，那时候

她没有太多表演经验。“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

国和导演高牧坤，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为我示

范，帮助我快速成长。”郭霄说，“前辈的言传

身教，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崇德尚艺是戏曲界的优良传统。郭霄的

老师、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常说：“好的演

员要与时俱进。”“老师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对

自我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不

断锤炼艺术品格。”郭霄说。

随着经验的累积、学艺的精深，郭霄对角

色的把握愈发成熟。在和

不同角色碰撞中，郭霄

总会有新的体悟，

“ 每 一 个 角 色

都 需 要 演

员用‘自己’去

承托。”郭霄说，“继

承 传 统 、潜 心 创 作 ，为

传 统 艺 术 赋 予 时 代 内 涵 ，

将京剧的美好带给更多观众。”

青年编剧陈卓——

“书中流淌的墨香，为戏
曲创作提供了滋养”

“长堤漫漫白洋淀，水路弯弯清河川。沃

野千里展画卷 ，雄安人家谱新篇……”2023
年，陈卓创作的现代京剧《雄安人家》正式登

上舞台。这部以雄安新区建设为时代背景，

以雄安新区的普通居民、建设者为主线的戏

剧，生动讲述了建设者们为建设雄安新区做

出的不懈努力。

陈卓深知，创作现代戏充满挑战。京剧

以其独特的程式化规范著称，这些规范如同

艺术框架，既赋予了京剧独特的魅力，也对创

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陈卓说：“生活是作

品的根，思想是作品的魂，剧作者是时代的表

达者，创作考验着剧作者对时代和心理的洞

察与理解。”

“新从旧中来。”陈卓这样评价当下的京

剧创作。京剧诞生以来，从时代精神、现代理

念到舞台表现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

京剧美学和艺术规律从没改变。多描述社会

生活的层次与变化，在表演上综合运用京剧

艺术“唱念做打”表演技艺，从而寻找传统与

现代、写实和写意之间的平衡。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京

剧院优良的传统，为陈卓的戏曲创作提供了

宝贵资源和强大支撑。“前辈们留下的经典作

品，鞭策和激励着我持续投入创作；书中流淌

的墨香，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滋养。”

入院以来，陈卓参与了《白毛女》《延安往

事》《天使的容颜》等作品的创作。陈卓说，

“我们要勇敢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拾级而

上，砥砺前行。”

青年演员杜喆——

“ 对 舞 台 ，要 用
心；对观众，要用情”

从 10岁学艺开始，“执着”二字，贯穿

青年演员杜喆的学艺之路。“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耐住寂寞、守住初心，踏踏实实打磨每一

出戏，认认真真塑造每一个角色。”杜喆说。

为了演好一个角色，花上一段时间，深入

基层采风调研、体验生活，对于杜喆而言是常

态。出演“两弹一星”题材的现代京剧《横空

出世》，他到甘肃酒泉的卫星发射基地实地体

验生活；出演剧目《逆行者的脚印》，他在宁夏

石嘴山市的一个派出所待了将近一个月，每

天跟着基层民警出警，帮群众解决各类身边

小事。

“对舞台，要用心；对观众，要用情。”这是

杜喆的信条。近年来，杜喆不断深入基层，在

城市、在乡村、在社区、在学校，他为观众带来

一场场精彩的演出。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送戏下乡”至甘肃

玛曲县。当地海拔 3000 多米，日照非常强烈。

演出场地是一个黄泥加稻草砌成的土台。演员

们穿戴厚重，汗水浸湿了衣裳，有的人还出现了

高原反应和中暑症状。“当看到台下聚精会神的

观众，我们立马精神了起来。”杜喆说，“无论是

国家京剧院的舞台，还是田间地头，我们都要竭

尽全力、用心表演。”

前不久，杜喆拜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光门下。“我们年轻人要在‘传帮带’中努力

传承好京剧事业，普及、发展好京剧艺术。”杜

喆说。

（陈若冰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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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京剧团

47个

全年国内演出0.9万场次

47个京剧团原创首演剧目35个

原创首演节目30个

图①：王勇在查看剧院的老艺术家戏服。

图②：青年演员杜喆剧照。

图③：青年编剧陈卓在研究剧本。

图④：青年演员郭霄剧照。

图⑤：经典剧目《白蛇传》剧照。

以上图片均为国家京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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