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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发生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大海
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今
年是甲午大海战120周年。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为了深刻反思历史，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历时2年，组织创作
拍摄的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海
军兴亡史——甲午海战120年祭》 日
前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

资料最丰富的
甲午海战纪录片

《北洋海军兴亡史》 深刻挖掘和
全面分析了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和经验教训，尤其对北洋海军萌芽、
诞生、发展、兴盛、衰败、覆没6个
特定历史阶段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解
读。“这部纪录片全面翔实地记录了
北洋海军建立发展及在甲午海战后全
军覆没的历史。”总导演陈红说。

为了保证历史资料的准确翔实，
该片事先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学术
准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庆对此片
评价很高：“这部纪录片是我所了解
到的，包括之前所有甲午战争片子当
中，资料最丰富，最充分，拍摄范围
最广的，涉及到日本、朝鲜、英国、
美国等多个国家，真的令人感到震
惊。”

据了解，该片以专家访谈和史实
讲述为主体，辅以相关影像资料、实
景拍摄、特技制作和情景再现等手
段，通过刻画一大群自强不息、忠勇
仁义的北洋海军官兵形象，并将他们
置于近代中国的时代风云中，还原了
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保卫战
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一
部全景展示甲午海战过程的历史资料
片，也是一部反思北洋海军失败机理
的思想启迪片。

重新挖掘史实
澄清历史误会

《北洋海军兴亡史》 不仅第一次
准确权威地再现了甲午大海战的悲壮
惨烈，而且澄清了诸多历史误会，向
国人和世界呈现出了完整、准确、真
实的北洋海军历史全貌。

在过去12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
么强大的一支北洋海军的失败，所有
人都觉得难以接受，有人将这归罪于
海军将领的指挥不当，有人将这归罪
于清王朝的麻木不醒。事实是否真的
如此？

陈红导演认为，此前有许多人认
为丁汝昌是一个不懂海军、不够严
谨、不称职的海军将领，认为他导致
了此次北洋海军的失利，但在纪录片
中，包括对丁汝昌、邓世昌等海军将
领，都会以一个非常理性客观的角度
来重新定位，并辅以新挖掘出的历史
事实进行佐证，改变以往人们的一些
带有偏见的思想，让人们更深入地去
了解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兴亡史》 有血有肉、
鲜活生动。在拍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
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为纪录片增添了
一抹抹暖色。陈红导演介绍道，在
英 国 的 纽 卡 斯 尔 市 ， 制 作 团 队 中
进 行 资 料 采 集 的 记 者 在 中 国 海 军
墓 旁 发 现 了 鲜 花 ， 感 到 十 分 诧
异。已经过去了 120 年，还有谁在
异 国 为 已 经 逝 去 的 中 国 海 军 将 士
献 花 ？ 随 后 了 解 到 ， 这 里 每 年 都
会有人来献上新鲜的花束，这是当
地一个安妮家族在表达他们与北洋海
军延续了近 120 年的情感，一直至
今，令人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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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史上“悲到让人无从流泪无从释然”的
悲剧《雷雨》，向来被视为中国戏剧的经典之作，也是北
京人艺的一道金字招牌。对于曹禺先生的剧本加上人
艺演员的表演功力，向来少有挑剔之声。然而，最近北
京人艺在面向大中学生进行该剧的“公益场”演出时，
却引起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

“公益场”变成“爆笑场”，让饰演“周朴园”的杨立
新——这位一向温和儒雅的人艺老演员也发火了。当
晚谢幕后，他在后台对该剧导演顾威表示“这戏没法演
了”。第二天在微博上连发 5 篇微博，讲述了当天演出
的现场状况，字里行间充满着愤怒与失望。

“原以为这样一个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惨烈的
悲剧，会打动这些生活在幸福中的今天的学子们。令人
惊诧的是随着台上剧情的发展，人物关系渐渐暴露，舞
台下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台上进入了角色的演员
们非常的不适应，努力调整表演的幅度仍然有很多台
词被笑声淹没。”

“繁漪和大少爷周萍的乱伦关系；四凤怀了大少
爷的孩子3个月了；周冲跑到四凤家里表示爱慕……
乃至于周朴园向周萍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
母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彻底揭开了兄妹乱伦的残酷事
实的时候，台下仍然是笑声阵阵。”

5条微博一发，立刻引发强烈反响。有人怒责年轻
观众缺乏文化修养，亵渎经典。有人认为，观众之所以
笑，应该从演员和剧本来找原因，也许是舞台僵化的表
演、台词的语境都已经和时代有了“代沟”。两种观点交
锋，各有各的道理，愈演愈烈，最后竟然演变成一场喧

腾的大讨论。
有一种说法认为，因为《雷雨》与现实生活有较大

差异，其故事的背景是民国时期，与现代社会背景脱
节；其人物是资本家和仆人、工人，与普通百姓身份差
异极大，由此不易被当下的大中学生接受。对此，笔者
不敢苟同。

事实上，由于选段进入中学课本，《雷雨》 剧本
常年来一直是最为普及的中文作品之一。不论中学生
还是大学生，对 《雷雨》 故事的背景是耳熟能详的。
在熟稔剧情、明知其是个悲剧的情况下，还哄堂大
笑，这恐怕不简单是经典与社会脱节的问题。如果因
为时代背景、人物身份与当代有差异，就没法欣赏经
典，那么莎士比亚盛行了几百年的经典作品不可能今
天还如此受欢迎。

那么是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不够？正如前所言，国
内学生，尤其是北京的学生对《雷雨》并不陌生，在
学校里基本都学习过、赏析过。再说到那天的公益
场，能到公益点排长队买票、不惧酷暑跑到剧场看戏
的，大多是热情而淳朴的戏剧爱好者，甚至是戏迷，
绝不是图便宜又素质低的学生。如果这样的学生没能
接受舞台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许说明的问题是——北
京人艺对《雷雨》的表现方式需要反思。

当晚看过话剧的观众“Smiley_Li”就在微博留言
称，在他看来，观众的哄笑是由于表演之滑稽。另一位
观众“jldirac”说：“我认为笑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过去的
剧本或者说台词，放在今天有些额外的意思。有的句式
和词的用法，通过舞台的夸张，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不

能认为学生们不严肃，不知好歹。”
实际上不只是观众，某剧评人在看完此版《雷雨》

后也表示失望：“创作者们一面没有给观众留出想象和
思考的空间，另一面却在毫无节制地拿出一堆堆无用
的表演‘手段’来强迫观众进入他们的戏剧情境。四凤
的小碎步、抑扬顿挫到夸张的语调、捶胸顿足的使劲
儿、‘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这句念白时故意喊劈的嗓
子……都并不能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人物，反而会在
台下莫名出戏。”

从某种意义上说，话剧《雷雨》遭遇笑场并不是
坏事。经典应该有自信，观众也应该有底气。年轻观
众的审美阐释若能使不同时代的经典获得一种全新的
定位，这何尝不是经典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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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这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重要
目标，也是国家层面的重要价值观念。

我国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就有涉及
“文明”的内容。《尚书》 里讲到“睿
哲文明”，《易经》 中也有“天下文
明”的提法。唐代孔颖达对 《尚书》
的疏解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
曰明”。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
态，与“野蛮”相对。从广义来讲，
文明包含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
果，对引导社会主体价值观念产生着
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漫
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
的文化，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丰富而宝
贵的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延续
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
滋养。

中华文明是一种提倡和谐、追求
创新、不断进取的文明。文明的进步
来自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锐
意进取、不断创新。《诗经》 里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 强
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勇
于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在历史
上首创活字版印刷术。活字版一字一
印，排版印刷，印完即拆版，活字可
重复使用。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刷的
质量和速度，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
传播，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王选主
持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将数
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紧密结
合，使汉字印刷术“告别铅与火，迎
来光与电”，实现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
式发展，使古老的汉字焕发了新的活
力。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
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
而形成的文明。它海纳百川，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
包容性。

历史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
创了中国和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唐
代高僧玄奘前往印度求法，带回佛教

经典；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
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的佳话。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
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
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的哲
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
等传入西方，融入了西方民众日常生
活之中。

中华文明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通过友好往来，推
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平共
处、和谐共生，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
美好画卷。

文 明 是 人 类 发 展 进 步 的 永 恒 主
题，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
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
党就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
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
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崇高
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更明确地将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伟大目标。党的十
八大以来，又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今天，实现中国梦，需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
促进。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吸纳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华，传递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树立文明的社会风气十分重要。一个
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一个国家能否长
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思
想道德素质。每个公民都应当从自身
做起，自觉维护公共道德，以真诚、
善良的心建设和谐美好的家园，培育
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推动我们的民族
不断提高文明程度，创造更丰富的文
明成果，做出积极的探索和不懈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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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一种提倡和谐、追求创
新、不断进取的文明。文明的进步来自薪
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锐意进取、不
断创新。《诗经》里说：“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大学》 强调：“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勇于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
的内在驱动力。

我 国 先 秦 的
历史文献中就有
涉及“文明”的
内容。《尚书》里
讲 到 “ 睿 哲 文
明”，《易经》 中
也 有 “ 天 下 文
明”的提法。唐
代孔颖达对 《尚
书》 的 疏 解 称 ：

“经天纬地曰文，
照临四方曰明”。

图为江西广昌县某小学学生在朗读国学经典

雕版印刷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图
为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工作人员在数书页。

崔根元摄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
之路。图为美国摄影家麦克·山下拍摄的丝绸
之路摄影作品。 张 锰摄

话剧《雷雨》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