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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坦诚回应赞赏

面对媒体报道王岐山称赞他“甘
于清贫”，陈道明坦诚回应：“这是媒
体的误读、误听、误理解。其实，王
岐山书记并不是单指我，而是所有坚
持在舞台上的人。”他认为，相比于
那些常年坚持在舞台第一线的人，自
己只是偶尔为之，媒体把荣誉具象化

到他一个人身上，有失偏颇。
“王岐山书记泛指的是各种舞台
艺术，包括戏曲、边缘剧种等
等，相比于电视剧，这些都是清
贫乐，坚持在这些舞台上的人是
值得尊重的，也值得整个社会关
注。”

“我还是认为，话剧不能光
靠理想活着”，作为一个在话剧
和电视剧领域都颇受赞誉的演
员，陈道明对话剧行业的“清
贫”有着自己的看法。“如何商
业化，如何让舞台艺术与先进的
信息平台同步而行，吸引更多观
众，这需要好好研究。”“我不认
为搞戏剧就代表着贫穷，是我们
没有把市场开发好，没有调节

好，演员、编剧、导演都不够重视这
个平台”。陈道明希望舞台艺术在观
众中能常态化，而非锦上添花、镀金
的东西。

30年后重登话剧舞台

陈道明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中医世
家，1971 年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学习舞台剧表演，1978 年进入中央

戏剧学院表演进修班研习表演理论。
30 年来陈道明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荧
幕角色，但是除了 1981 年在中央戏
剧学院演出的毕业大戏 《无辜罪人》
后，陈道明再没演过话剧。

2011 年，陈道明决定重返话剧
舞台，参演北京人艺的话
剧 《喜剧的忧伤》，陈道
明与何冰共同撑起了这部
仅有两个角色的大剧场话
剧。谈到参演的原因，陈
道明说：“这 30年中，我
时不时会动演话剧的念
头，但也找了各种原因、
各种借口推辞。后来觉得
这些借口越来越虚伪，还
是应该对曾经是自己职业
初始的话剧舞台有一个交
代。”他还表示重登舞台

十分紧张，尤其在北京人艺演话剧更
紧张，“30年没演话剧了，不知道是
什么结果，权当为了忘却的怀念吧，
是一种重温。我会尽力排好。”

从 2011 年 7 月首演到 2014 年，
陈道明在《喜剧的忧伤》问世3年间

收获了无数好评，有时候一场结束得
谢幕七八回。他却并不觉得自己出演
的这部话剧是个经典，在他看来，这
只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看着还好，
大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戏，说了一点
话的戏而已。” 观众认为“神了”的
戏，在他看来满是毛病，“这个戏，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都看不下去的地
方。”面对一些批评的声音，他也坦
然承认对自己的一些舞台表现
的不满意，“从我这个角度来
说呢，我是一分一秒不遗余
力。但是，诚心不代表能力，
舞台上演员一片真诚，但或许
能力不行。我们就尽力，每场
不遗余力。如果说不遗余力您
还觉得不好看，我们就是本事
不行。”

带病登台鞠躬致歉

2013 年 11 月 26 日，《喜
剧的忧伤》将在晚上演出，作
为主演的陈道明发烧至 39℃度，到
下午4时仍然高烧不退，但是为了保
证演出，他乘坐120急救车，从家中
赶到人艺后台。而此时，虽然打过了
退烧针，他仍未有任何退烧迹象。

尽管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打晃，
陈道明还是坚持要演：“今天这么
冷，观众来到剧场，我们不演，对他
们来说太残酷了。”他在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开始化妆、换戏服。在场的工
作人员说，从后台走到舞台，短短一
段路，陈道明走得非常吃力，站在舞
台侧幕准备上场时，他依然浑身发
抖，演出最终只能取消。

然而，陈道明没有立刻去医院，
而是等到原定开演时间上场，亲自向
观众道歉。19 时 38 分，大幕拉开，
陈道明准时出现在了舞台上。他哽咽
着表示歉意：“我很抱歉……大家花
了那么多钱，跑了那么多路，来北京
人艺看这场演出。我们如果凑合着
演，我觉得对不起你们！所以我很想
说，近期要把这个演出给大家补上。

我再次说对不起！”他弯下腰深深鞠
躬。目送观众离开剧场后，他才回到
后台，乘急救车赶往医院。

台下没有一丝嘈杂，观众以掌声
表示理解和问候。不少观众对着舞台
喊：“我们理解！没关系！道明老师快回
去休息吧！”很多网友也留言希望他保
重身体，并对其敬业精神表示感动。第
二天，还未退烧的他还在病床上举手
向观众致敬，并表示：“希望在之后补
演的三场戏中与观众见面。”在之后的
补演时，他不仅鞠躬道歉，还特地在人
艺道歉卡上手书“歉，又辛苦您一趟”，
并为观众的道歉卡盖章。

现在，天气预报已成为人们了解天

气变化的主要途径，那些变换跳跃的数

字，左右着人们的穿衣出行。可是，

1930年之前，中国天气预报领域一直是

被外国人所垄断，直至1930年，竺可桢

将天气预报“主权”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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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竺可桢

竺可桢创建的南京气象台

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与北京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听人艺

院长张和平谈及陈道明、何冰参演话剧《喜剧的忧伤》每

场演出费税前1500元，而演一集电视剧则是十几万元甚至

几十万元。王岐山赞赏说：“人家不是冲着钱，这些腕儿到

这儿来，要的就是甘于清贫。” “甘于清贫”的评价，使

著名演员陈道明成为当时热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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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在台上鞠躬致歉

《喜剧的忧伤》剧照

《喜剧的忧伤》海报

独立自主预报天气

1890 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
兴东关镇的一个粮商之家。自小秉性
温和的竺可桢勤奋刻苦，聪明好学。
1910 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了“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名额。竺
可桢在填报专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农学，在他看来，“中国以农业立
国”，学习农学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
祖国。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当
时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农业的体制
和耕作方式也和中国不一样，由此他
转学了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气
象学。

1918 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
顺利完成学业，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
学博士学位。归心似箭的他拒绝了美
国多所高校的邀请，满怀希望地踏上
了归国的轮船。他憧憬着用自己的所
学报效祖国。然而，他在美国留学的
这些年，正值中国军阀割据时期，整
个国家满目疮痍。

摆在竺可桢眼前的现
实是残酷的。当时的中国
仅香港和上海徐家汇有两
座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测
候所，而且均由外国人控
制。竺可桢很痛心，在他
看来，“夫制气象图，乃
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
教 会 之 代 谋 亦 大 可 耻
也。”1927 年蔡元培创办
中央研究院，邀请竺可桢

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
长，这是旧中国气象科学一次重要的
转机。

竺可桢对筹建气象研究所倾注了
极大的热情。他担任所长 16 年，为
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
工作：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测候
所，远至西藏拉萨，高至峨眉山、泰
山的顶部，都开展了气象观测。气象
研究所自办或合办测候所 28 个，协
助地方兴办测候所 50 多个，加上接
管北洋军阀时期北京、青岛的观象
台，形成了我国气象观测网的雏形。
1930 年之前，中国天气预报领域一
直是被外国人所垄断，这一年，竺可
桢将天气预报“主权”收回。1930

年元旦，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
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
风预报，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土
和海域，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
端，开创了中国气象预报信息的广
播业务，竺可桢可谓是中国“问
天”第一人。

被誉为“浙大保姆”

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
浙江大学校长。当时的浙大应该可
以算是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之一。一
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与整
个中国一样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1937 年底，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学

校，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 1000 多名
师生走上“西迁”之路。

学校从杭州迁往浙江建德，再由
建德西迁到江西，后又到广西宜山落

脚，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这就是中国
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四迁”。和学
校一起流亡的还有全校的近 2000 箱
的书籍和教学实验设备。上千名师生

“驮”着一个学校，在烽火连天的夹
缝中艰难前进，然而每到一地，竺可
桢第一件事便是让学生们结茅架竹，
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
按时开课。

在贵州安定下来之后，竺可桢率
先在浙大施行了当时在国外普遍使用
的导师制；每个星期浙大都邀请国内
外一流的学者讲学，贵州的山沟一时
间也因为这所大学和世界联系了起
来。也就是在这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里，竺可桢提出了浙大的校训：求是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
也成为流亡中浙大精神最好的诠释。

1946年，在经历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
之路后，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安然
回到杭州。这所颠沛流离的大学，在
抗战硝烟中崛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
大学之一”。

1949 年 3 月 6 日，竺可桢 60 岁
了。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行祝寿晚
会，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上面
写了四个字——“浙大保姆”，以表
达对这位殚精竭虑的校长的崇敬与感
激。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也没
有接受一件贺礼，没有人会想到他正
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为了躲
避蒋介石政府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
竺可桢离开了精心耕耘 13 年的浙江
大学，悄悄地去了上海。

把物候学带入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满怀“科技强国
梦”的竺可桢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承担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
发展的重任。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
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将下半生的
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发展中。

1964 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
《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
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
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
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

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
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
有个农业八字宪法 （土、肥、水、
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
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
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
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
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
来了！”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是竺
可桢的承诺，他说到做到。1970 年
后，80 多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的
竺可桢仍一直忙于他的力作 《物候

学》 的修订工作。《物候学》 是
竺可桢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
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有人评
价此书“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
的纪元”。

1973 年春节刚过，竺可桢
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
仍然留心观察着天气的变化，并
且记录自己的病情发展。写日记
是竺可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
惯，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 1936
年到 1974 年，连续 38 年，1 天
未断，共计800多万字。直到他
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录
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1974
年 2 月 7 日凌晨，这位中国近代
气象科学、地理科学的奠基人溘
然离世。

在日常
生活中，能说

公 道 话 就 是 德 ，
就是望。其实写作也

就是说公道话，用作品
给世事说公道话。

——作家贾平凹认
为。

如今，地球村
里的文化愈加彰显
出奇妙的多元化。
我们迫切要做的，
正是发掘、阐释并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的优秀成分，通过
将它与当代精神相
结合，使旧貌换新
颜。我们的文化自
信只能立基于此，
别无他途。

——教授钱文
忠谈文化自信。

近 十 年 ，
几乎看不到反腐
题材的影视作品搬
上荧幕和银幕，这很不
正常。党中央反腐力度不
断加大，老百姓举双手拥护，
文艺不能无动于衷，反腐题材的
影视作品理应乘势跟上。

——编剧高满堂认为。
一个人的精神发

育 史 就 是 他 的 阅 读
史。一个民族的精神
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
的阅读水平。阅读既
是个人的事，也是国
家的事。没有全民阅
读作为根基，全民素
养的提高就是空话。

—— 政 协 委 员朱
永新谈全民阅读。

文学作品的
影响力确实是弱
了，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在一
个物质时代，更
需要精神上的坚
守，更需要耐心
和努力。无论怎
么样，文坛的现
实就摆在这里，
我们更应该做的
是 写 出 好 的 作
品。

——作家刘
玉栋认为。

老 祖 宗 创 造
的民间文化中不
乏精彩，如果不
保护它，不格外
地提倡它，它就
会在现代化的社
会中消失。必须
建 立 文 化 的 自
觉，主动寻找文
化定位。要有眼
光、有远见，传
承好民族代代相
传的血脉。

—— 非 遗 专
家田青认为。

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
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它就
进入了公共空间，具备了公共
属性，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
义务。所以，道德与文学密不
可分，文学在道德体系建构中
承担着重要职能。

——文学家刘跃进认为。

非
常
好
声
音

（张彬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