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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到秦良玉红绸盘金绣
花蟒凤衣，再到辽契丹文八角铜镜，在过去几个月
里，来自中国九大文博机构的 27件国宝通过 《国家
宝藏》 第四季亮相。节目试图给出“我们的文明将
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哪些根植于血脉的智慧与力量”
这一问题的答案，让观众看到国家宝藏蕴藏的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国家宝藏》节目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第四季
不仅有更加大气磅礴、精美炫酷的舞美，而且在国
宝守护人的带领下，走进众多国宝的前世今生，讲
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何以延绵至今。来自青海省
博物馆的条纹彩陶靴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
成熟靴子造型，表明 3000多年前先民已经脱离用整
块兽皮裹在脚上的原始鞋状态，具备现代鞋靴的“帮
底分件”“反绱工艺”等制造技术。从节目中可以看
到，当时青海先民穿着这样的鞋走出河湟谷地，迈
出探索世界的脚步；到了汉代，张骞穿着一双翘头履
出使西域，踩出丝绸之路上的一串串脚印；当年苏轼
一路被贬，穿着方头履走完北宋大半个疆域；明代的
官靴陪伴郑和七下西洋，踏足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都让观众感受到，历史是人走出来的，我
们面前的征途永无止境，但路虽远，行则将至。

这季节目中出现的文物涉及多元民族文化，节
目生动演绎传世珍宝背后的传奇故事。藏于青海省
博物馆的明永乐款铜鎏金观音像，造型别具匠心、
风格兼容汉藏。其所在的青海瞿昙寺，得益于历朝
历代的持续修建，保存了众多艺术珍品，也让各族
民众汇聚于此，并因其文化的滋养而安居乐业至
今。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铸客大鼎曾在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屡经迁徙，其颠沛流离并得以保存下来的过
程是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战胜利的见证，
也呼应了铸客大鼎上铭文“安邦”的含义。

古有禹迹九州铸华夏，今有现代水利建设工作
者努力寻找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翡翠蝈蝈白菜

“化腐朽为神奇”，节目请来科研团队科普白菜的基
因密码；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生动再现元
代景德镇地区社会生活场景，如今有一大批“洋景
漂”来到景德镇，延续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从文
物出发，节目生动诠释了今人如何以非凡创造力，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生，让历史文脉融入现
代生活。

从程序员到外卖员，要经历哪些酸甜
苦辣？电影《逆行人生》讲述了一个很接
地气、励志感人的都市打工人故事。影片
题材和视角新颖，直面社会现实，呈现人

生百态，不仅是中国首部聚焦外卖员群体
的电影，更是一部讲述千千万万普通人为
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现实主义佳作。

外卖员几乎可以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产物，已经成为中国人尤其是都市年轻
人每天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逆行人
生》 塑造了高志垒、老抠、大黑、杨大
山、朱站长等外卖员的群像，细致深入地
描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既有题材的稀缺
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送外卖往往
被看做没有门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但该片通过展现高志垒当外卖员之初的手
忙脚乱和狼狈不堪，以及“单王”大黑等
人送外卖的高超技巧和丰富经验，不仅制
造出诸多生动自然的笑点，也在很大程度
上扭转了人们对外卖员的固有印象。影片
结尾，高志垒首次摘得“单王”桂冠，主
创借他的获奖感言告诉观众：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外卖员为了生活而奋斗，值得尊重。

片尾字幕写到，“谨以本片献给每一
位努力生活的人。”《逆行人生》 表现了
普通劳动者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精
神。片中几乎每一位外卖员之前都从事
过别的工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来到
这个城市送外卖：老抠是为了给身患白
血病的孩子治病；杨大山是为了赚钱回
老家和女朋友结婚；大黑拼命送单是为
了给因车祸受伤的同事还医疗费……他
们都是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普通劳动
者，钱挣得辛苦，但是干净。

片中最励志的是男主角高志垒中年失
业后的奋斗经历。他本是互联网公司的一
名程序员，因为经常加班和缺乏运动患上
糖尿病，突然被公司裁员，又因为人到中
年，屡找工作被拒。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一

些困难，高志垒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他
坚韧不拔，苦学送单技巧，分析研究送单
线路，最终不仅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一度
成为营业部“单王”。影片人物丰满鲜
活，戏剧冲突强烈，细节丰富生动，泪点
令人共情又适时穿插笑点，令人感动，引
人思考。可以说，高志垒是一些中国普通
劳动者的真实写照，他的逆行人生能够传
递正能量，激励观众积极向上。

《逆行人生》 记录了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的时代图景，向观众呈现现实生活中的
压力，而且适时地穿插幽默元素，巧妙地
加入理想主义色彩，凸显出角色在逆境中
的乐观与韧性。影片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
生活，更通过片中角色引发观众情感共鸣，
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困境，逆风飞扬。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

近日，纪录电影 《密语者》 在北京首映。这部
影片由湖南大象伙伴影视出品，以非遗女书为题
材，视角独特，情感细腻，让文化遗产在银幕上焕
发新的生机。

20 世纪 50 年代，女书发掘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
县，字体秀丽修长，形如柳叶，是一种只在女性之
间使用的特殊文字，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女性专用文
字。2006年，“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密语者》通过深入挖掘女书传承人胡欣和民间
女书推广者吴思慕，在女书引领下不断成长的心路
历程，展现她们在传承女书文化过程中经历的挑战
以及她们对女书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热爱。胡欣的从
容与坚定，吴思慕的热情与执着，共同构成了影片
动人的风景线，让观众感受女书的独特魅力，也体
会到文化传承的艰辛与伟大。

胡欣表示，对她而言，女书不仅是一种文字，
更是精神寄托，“作为女书传承人，我希望能用从容
淡定的心态面对所有事情，让更多人了解女书，让
女书得到更多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吴思慕通过女
书找到了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也用它作为提醒自己
保持精神独立的灯塔。她写下的一封“时空信”，不
仅表达了对过去女书人的敬意，也寄托了对未来的
美好期许。

导演冯都说，希望通过《密语者》，让观众看到
女书是如何活在今天的，“相信女书蕴含的情感与智
慧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引发当代人的共鸣与思考”。

《逆行人生》：

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胡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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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日本《朝日画报》刊登梅
兰芳饰演的廉锦枫剧照。

广德楼三月初八戏单。

梅兰芳在《太
真外传》中穿着的

“舞盘衣”。

展厅一角。 本文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展厅一角。 本文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纪录电影《密语者》在京首映
张怡靖

《国家宝藏》第四季：

承古拓今 锚定未来
辛佳菲

来自西班牙的“洋景漂”乔曼（右二）带着他烧制
的瓷器来到节目现场。 出品方供图

《逆行人生》海报。 出品方供图

走进展厅，婉转悠扬的 《太真外传》
不绝于耳，华美精致的戏衣映入眼帘，当
年演出的剧照、戏单陈列在展柜中……在
位于北京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四楼
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梨园剧场，真切感受梅兰芳戏曲艺
术的魅力。

2024 年是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近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京剧院、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梅兰芳纪念馆和江
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梅艺今
辉——纪念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展”在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为期3个
月，共展出 200余件与梅兰芳艺术生涯密
切相关的手稿、书画、古籍、戏衣、戏
单、乐器、唱片等展品，其中近 120件为
首次公开亮相，向观众全面展示了梅兰芳
的艺术造诣、文化人生和家国情怀。

艺术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梅兰芳出身名伶世家，在风雨飘摇的
清朝末期度过自己的童年。他 8 岁学戏，
10 岁首次登台，13 岁正式搭班唱戏，不
到20岁便名满天下。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张百年前的戏单，
见证了梅兰芳早年的演出足迹。其中，印
行于清宣统元年 （1909） 的广德楼三月初
八戏单，为目前存世最早的梅兰芳演出戏
单，当时梅兰芳搭班“喜连成”（后改名

“富连成”） 演出，尚不满 15岁。配合展
厅悬挂的梅兰芳少年时期照片，观众可以
想象当时他在戏台上的风采。

1913年秋，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在
丹桂第一台演出 《彩楼配》《玉堂春》 等
戏，11月16日的《穆柯寨》是梅兰芳第一
次唱压台戏。展览展出了当时的演出戏
单，据记载，第一次赴沪演出时，梅兰芳
的包银是 1800 银元。展览还展出了一份
1923年梅兰芳在沪演出的合同，这份合同
显示他的包银达到 1.5 万银元。两份文献
对比，体现了梅兰芳10年间的大红大紫以
及受欢迎的程度。

1912 年至 1932 年的 20 年，是梅兰芳
艺术成长的最重要时期。他在潜心学习和
钻研传统戏曲的同时，密集创作时装新戏
和古装新戏，探求新的表现形式。他将个
人感受融入到戏曲表演中，用适合京剧的
动作、唱腔和表情塑造人物，使得人物形
象愈发生动真实，个人表演风格不断强
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

梅兰芳舞台生涯中演出最多的是传
统戏。自青年时期起，他主动学习、继
承和发扬昆曲，在昆曲上的造诣和贡献
极高。展览特别设计了一组展柜，呈现
他表演过的京剧、昆曲传统剧目，如《混
元盒》 与 《游园惊梦》，观众可通过相关
展品感受“梅君昆乱兼擅，能戏以数百
计”的魅力。

新编戏和改编戏最能代表梅兰芳的舞
台艺术成就。《洛神》《太真外传》是梅兰
芳创排的古装新戏代表作。展览不仅展出
了这两部作品相关的戏衣、剧照、抄本
等，还设计了互动装置，观众站在指定位
置即可聆听唱段录音，一览梅兰芳艺术巅
峰期的造诣。

成功推动戏曲“走出去”

梅兰芳不仅是京剧梅派的创始人，也

是推动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先行者。他
曾于 1919 年、1924 年和 1956 年 3 次访问
日本、1930 年访问美国、1935 年和 1952
年两次访问苏联，每次访问演出均载誉而
归。他将中国戏曲带到了世界，掀起了中
国戏曲及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交流的
高潮。

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这是有记
录的京剧艺术在美国的首次演出。访美历
时半年之久，演出天数 70 多天，梅兰芳

访问了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旧金
山、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城市，演出了

《芦花荡》《青石山》《空城计》《贵妃醉
酒》《打渔杀家》《天女散花》《霸王别
姬》《刺虎》《打城隍》 等剧目以及剑舞

《红线盗盒》、杯盘舞 《麻姑献寿》、花镰
舞 《嫦娥奔月》、袖舞 《上元夫人》 等舞
蹈节目。

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在纽约的一
场演出中，梅兰芳谢幕达 15 次之多，而
在芝加哥的演出最高票价达 4.4 美元，创
下当时美国中西部地区剧院最高票价纪
录。《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成为此次展
览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揭开了梅兰芳及
其团队在幕后推动中国戏曲“走出去”的
锦囊妙计。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绘制了包括
行头、古装衣、冠巾、扮相、脸谱、舞
谱、切末、乐器等种类繁多的近 2000 幅
作品，均配有中英文说明。此次展览展
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一幅图介绍戏
曲人物的帽子 （盔头），共有学士盔、圆
翅纱帽、平天冠、文阳帽等 18 种，不同
的帽子有不同的含义，适合不同的角色。

“这些图谱让不了解中国戏曲的人都
能够看懂戏。比如这张图上的绿蟒，下面
用英文写明古代什么身份的人会穿这件衣
服，穿着这件戏衣的人一出场，即便不懂
戏的人也能知道他大概的‘人设’是什么
样的。不要说外国观众，就是今天的中国
观众看了，也会很感兴趣。”中国艺术研
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策展执行人
张申波说。

除了介绍戏曲文化，图谱还介绍了中
国舞蹈、音乐等艺术门类，如生动复刻了

《贵妃醉酒》《天女散花》等剧目的舞蹈动
作，并使用中英法德4种语言说明中国舞
蹈艺术与西方舞蹈艺术的异同。此外，每
个舞蹈动作名称都会附上出处，来自哪类

《舞赋》，让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
全面的了解。不仅如此，演出团队为每出
戏专门撰写了简介并翻译成英文，演出
前，由会英文的访美团队成员先对作品进
行声情并茂的解说。

“彼时，西方人对东方戏剧特别是中
国戏曲知之甚少，梅兰芳访美演出将中国
戏曲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从艺术层面推动
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形成对话和交流。”

张申波表示。

宝贵精神财富激励后人

梅兰芳是中国戏曲艺术史上的一座高
峰。“梅艺今辉——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
展”的每一件展品，既是梅兰芳留下的物质
遗产，更是他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

一张《抗金兵》的唱片、一幅《生死
恨》的海报，讲述了他在国家和民族危难
之际，敢于担当，坚持抗争，排演了鼓舞
人心的《抗金兵》和体现国仇家恨的《生
死恨》。抗日战争期间，他蓄须明志，拒
绝给侵略者演出；避居上海、香港等地，
靠卖画补贴日常用度，体现出坚贞不渝的
民族气节。

展品中有一份《雨中清唱》手稿，再现
了抗美援朝期间梅兰芳随慰问团赴朝鲜慰
问演出的场景。当天，多达 2 万名志愿军
战士前来观看演出。节目陆续登场，在梅
兰芳即将上台时下起了大雨，有关负责同
志担心行头被淋坏影响后续演出，建议梅兰
芳不演了，但考虑到许多战士从二三百里
路赶来只为看他们表演，梅兰芳坚持清唱

了一段《凤还巢》，战士们端坐台下聚精会
神地听，衣服全部湿透了，梅兰芳感动得
流下泪来。这次雨中清唱，成为梅兰芳演
出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展厅中还展出明代铜鼓、清代沈蓉圃画
作《思志诚》、近代琴学大师杨宗稷所斫“苍
海龙”古琴等文物。梅兰芳留心于传统戏曲
及表演艺术资料的保存，收藏众多古代艺术
文物，为当下文化研究留下丰富的珍宝，也
让后世观众有机会领略到它们的魅力。

“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 60余年了，但
是他的艺术精神仍然长留于世。”梅兰芳
曾孙梅玮说，后人对“德先于艺、国重于
家”的梅氏家训铭记于心。京剧梅派艺术
传人代表魏海敏说，梅派弟子不仅要传承
梅派经典剧目，更要继承梅兰芳先生的深
厚文化底蕴和创新精神。“我们今天纪念
梅兰芳先生的诞辰，是为了探讨如何将梅
派艺术与现代审美结合，让传统戏曲以生
动的方式活在当下。”

据悉，此次展览是“梅兰芳诞辰130周
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系列活动还包括
座谈会、梅派经典剧目系列演出、梅派名
家汇演、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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