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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捧得一座奥斯卡小金人，是无数电影人的梦想。而这一
尊，却是世界上唯一一尊镀金斑驳，历经世界数十个国家、被
40万人抚摸、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小金人。

日前，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中美企业峰会主席沈群的陪同
下，这尊奥斯卡小金人的得主巴瑞·莫罗专程从美国来到中国，在
由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海淀影视联盟以及中美企业
峰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影视合作峰会上，讲述了他和这尊小
金人的感人故事。

多年前，在一家公共图书馆，巴瑞偶然遇到一位青年读
者，他借助梯子，从高高的书架上一次取下许多本图书，而他
奇怪的阅读方式更让巴瑞震惊：双手各捧一本书，倒着阅读，
而且两眼分别看一本书。他还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你翻到电
话大黄页的任意一页指着任意一个名字，他都能准确地说出对
应的电话号码。这位读者就是自闭症患者金·皮克。巴瑞以此为
原型创作了电影 《雨人》。这部由著名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
斯、贾斯汀·霍夫曼演出的电影，在 1988年第 61届奥斯卡颁奖
典礼上荣获多项大奖，而巴瑞则荣获最佳原创剧本奖。

获奖后，电影角色的真实原型金·皮克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
巴瑞家中。当他看到那尊小金人时，竟然像拥抱着婴儿一般爱
不释手。巴瑞突然意识到，这尊小金人的主人其实应该是金·皮
克。巴瑞真的将这座奖杯交给皮克，鼓励他带着奖杯去各地演
讲，讲出自己的故事，唤醒世人对自闭症群体的关注。在接下
来的25年里，皮克带着电影《雨人》的影响力，带着这座小金
人巡游世界，行程 300 万英里，40 万人听了他的演讲，并亲手
触摸小金人，也记住了皮克那句质朴的话：“理解和尊重彼此的
不同，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自己一样。”

25年后，当巴瑞去看望皮克时，发现那小金人已经面目全非：
小金人腰部的镀金已经完全斑驳！他问皮克这是为什么，皮克用
他特有的智慧说：“金子还在，都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些孩子们
的手上。”令人欣慰的是，不少亲手抚摸过小金人的孩子，特别
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已经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巴瑞还向第二届中美影视合作峰会现场的听众讲述了这段
故事鲜为人知的“前史”：

巴瑞20多岁时，是美国中西部一所普通大学的老师。一次
偶然的相遇，他认识了一个叫比尔的精神痴呆症患者，他7岁就
失去了父亲，也无法上学，很小就被送入精神病院，一呆就是
44年。出院后他也找不到家人，只能做洗碗工生存。巴瑞和妻
子商议后，把比尔收留到了自己家中。1981年，巴瑞根据这段
亲身经历，写成了处女作电视电影——《比尔》，播出后在美国
引起轰动，1982年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美国总统肯尼
迪的妹妹、世界特奥会创始人史莱沃对这部电视电影给予很高
评价，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特地把巴瑞和比尔一起请到白宫做客。

这部处女作也改变了巴瑞的生活。他从一名大学教师变成
职业剧作家。但他仍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和夫人一起照顾比尔
直至他60岁那年去世。巴瑞的孩子们一直管比尔叫爷爷。

巴瑞说：“这尊镀金斑驳的小金人曾经安放在皮克的博物馆
内，如今，皮克去世了，我把这尊小金人借出来。他真的已经
不属于我自己了……”今年2月27日，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的前夜，在美国洛杉矶的比华丽山庄，巴瑞亲手把这尊小金人
交给了崔永元，让崔永元将其带回中国。巴瑞希望让中国的孩
子也能分享这一份荣耀，让中国自闭症患者以及其他残障人士
能够乐观面对人生，开启全新的生活之旅。

崔永元对巴瑞承诺，将尽力筹集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这项公
益事业。崔永元说：“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这笔
钱不是一个人捐了1000万元，而是1000万人每人捐了一块钱。”

这尊奥斯卡小金人已经踏上了它的中国之旅……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以来，国内电视荧屏上涌现
出了不少以此为主题的电视
节目形态。如何寻找到重走
丝路的精神内核？陕西卫视
以 《丝 绸 之 路 万 里 行》 节
目，让周晓鸥、何云伟等8位
明星加旅行达人，采取以物
换物、交换信任的方式完成

“穷游闯欧洲”的任务，尝试
进行了一次有意思又有意义
的解答。

丝 绸 之 路 中 所 创 造 的
“以物换物”方式，其实也是
一种“交换信任”的过程，
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丝路沿途国家
商业和战略合作往来的坚实基础。从
文化角度讲，用何种形式把中国的

“信任”传递出去，现在也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从 1月 6日开播
至今，《丝绸之路万里行》 第二季一改
第一季新闻纪录片式的节目，变为沿
着丝路进发的公路真人秀。“以物换

物”“穷游欧洲”，这种节目形式在业
内尚属首次，使不同文化、不同国家
人民之间的信任得到了增强，这也成
就了这档节目的精神内核，古与今在
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种连接，相应的
文化价值得以提升。

8位挑战者遭遇了重重困难，“换油
遭拒”“拍照遭拒”……在信息网络高度

发达的今天，这样的交换行为
尚有难度，可想而知，在开辟丝
路的古代，更是艰难异常。这
样的体验式挑战将交换和信任
的困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眼
前。最终，8 位挑战者在一路
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情况下
历经9地，行程近万里，终于到
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执著地
完成了任务，信任终于在陌生
人之间得以建立。电视荧屏上
呈现的这些细节，也正是国家
之间和民众之间信任、交往的
细节的缩影。

换物之行，又对当地的自
然风貌和人文景象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展
示。有人选择笔墨纸砚，有人选择丝绸，
有人选择图画类的礼品，有人对陶瓷兴
趣甚浓……外国民众对中国的文化好
奇，在选择交换的物品时有了更直观的
体现。文化的传递和弘扬在这样的一个
个小细节中不断得到实现，节目的意义
也通过这些小细节真正体现出来。

最近，北京市通州区漷县民间收藏家李烈钧，与
通州区文物专家周良整理地契文物时，发现 526份民
国地契，竟然都来自江西省永丰县南坑乡高家地村

（现属兴国县），且所有土地权属人同为蔡姓。
周良与研究地契的专家交流后确认，整村地契集中

出现，在祖国大陆尚属首次。这一发现对古村落文化保
护与研究民国时期井冈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极有意义。

“一个村能将这些地契完整地保存下来，不可思议。”
周良说，民国以前的地契多为白契（即民间自由交易，不
是官府印发的地契），一般不会在契纸上写所属省、县、
乡，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出现，也不具有“白纸黑字”的说服
力。这次整理的高家地村地契，皆为江西省地政局中华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颁发，编有地号号码、坐落，且四
向清楚，并附有比例尺千分之一的地亩位置图，“整村”的
说服力强。全部地契共526份，6名权属所有人都姓蔡。
之所以会出现格式一样的官契，应当是当时地方财政紧
张，通过土地清丈，重新换照，增加税赋。

周良认为，这次发现的整村地契，创下地契研究领域
的3个“第一”：一是数量最多；二是契主全部姓蔡，一地
一姓的地契数量最多；三是其中一位权属人有地契194
张，是目前发现的拥有地契最多的契主。这些整村地契
的发现，为研究民国时期井冈山农村经济情况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6户人家有526块地，印证了土地向大户集
中的状况，农村矛盾趋于尖锐；每张地契上都标明收费
数额，反映了当时税赋的轻重程度；每块地面积很小，
说明当时井冈山地区人多地少，经济不发达。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赵琛教
授，对整村地契承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
说，地契是中华村落文化的“三件宝”（族谱、地契、牌
匾）之一，应当加大保护力度。尽管这些地契已不具备
证明地权的功能，却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正好弥补古村
落开发中的文化不足。它们如能回到井冈山地区的古
村落去，或为蔡姓宗祠保存，对传承传统文化、促进
地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会更大。

13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西行，不仅带回了佛教
经典，还将古印度的所见所闻带回中国；1300多年后，
由中影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的传奇史诗巨制《大唐玄
奘》，也远赴印度取景，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段充满人
性光辉的传奇旅程。该片将于4月29日上映。

玄奘法师曾在古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佛学经典，
《大唐玄奘》 剧组也在那烂陀寺的遗址拍摄了部分镜
头。镜头里充满异域风情，镜头外却是步步艰辛。饰
演玄奘法师的黄晓明 （见右下图） 说：“当时的印度

人是不穿鞋子的，但是
拍摄时气温特别高，每
天都 40 多摄氏度。我
光脚踩在地上，走一会
儿就烫得不行，后来贴

了胶布，但还是烤得脚底起水泡。”
为了展现影片中玄奘参加“无遮大会”的盛况，

服化道部门做了精心准备。印度女演员的纱丽、男演
员身上的金色配饰都非常精美。此外，在拍摄玄奘带
着经书乘船过河的场景时，剧组按照古籍记载，制作
了特别的窄型船。但这种船比较独特，黄晓明坐在船
里老觉得它往一边倾斜，而且船上还有大象，大象也
没有那么听话，所以，黄晓明说，拍摄时没人敢乱
动，“我们表现要落水时候的惶恐都很真实。”

“百年一净”“十净九裘”。京剧大师裘盛戎（1915
年—1971 年）自幼随父学艺，后入富连成科班，从此走
上起伏跌宕、百炼成钢的艺术道路，最终成为京剧史上
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表演艺术家、花脸表演流派裘派的创
始人。裘盛戎还是北京京剧院创院艺术家，北京京剧院
艺术血脉最重要的代表。

为纪念这位京剧大师，北京京剧院创排了京剧《裘
盛戎》。这出戏于裘盛戎诞辰百周年之时演出后，被业
内外评价为“一部有生活、有感情、有筋骨的京剧新剧
目”“京剧现代戏新的坐标式剧目”。

编剧：舞台真实源于生活和情感

为了创作这部剧，资深编剧王新纪遍访裘盛戎的亲
属、弟子、好友、合作者以及戏迷观众。最终，他没有写
裘盛戎最为辉煌的人生阶段，而是以他和京剧团的真实
生活为基础，以平和含蓄的叙事手法，聚焦裘盛戎晚年
艺术和人生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把人物和事件设置于
特殊的大时代背景下，紧紧围绕“一事”，着力塑造“一
人”，更加意味深长。

“一事”即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北京京剧团创
排现代京剧《杜鹃山》的一波三折。当时，北京京剧团根
据同名话剧创演《杜鹃山》，汪曾祺执笔改编，裘盛戎在
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乌豆。他意气风发，要为京剧现代戏
创作新的唱腔、扮演新的人物，他精益求精琢磨出的唱
段“大火熊熊照亮了天”，好评如潮。但由于种种原因，
裘盛戎经历了由演A角到演C角到最后被换下的“三起
三落”的过程。戏的结尾，裘盛戎陷入深深的忧愤，眼前
走过他钟爱的角色——包公、姚期、单雄信、窦尔敦……

“为戏而生，为戏而死”的裘盛戎说：“只要能唱戏，让我
怎么着都成。”剧中，剧团吴书记和汪曾祺议论，裘盛戎
有一绰号“傻子”，吴书记说：“不傻，能成角儿吗？”

《裘盛戎》编剧还紧紧抓住了一个“情”字，通过

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节，表现了裘盛戎为人的敦厚和感
情的细腻。他与汪曾祺的知音情，与夫人李玉英的夫
妻情，与徒弟方荣翔的师徒情，与戏迷老曹、老李的
演员观众情，对舞台的眷恋之情，真实自然，无不体
现出传统文化对这位京剧艺术家的浸透。如果说该剧
揭示的裘盛戎的艺术人生和命运变化是骨，那么，剧
中充溢的裘盛戎的情感则是肉，骨肉相连，使这部京
剧现代戏有生活、有筋骨，深刻动人。

话剧表演艺术家李法曾看戏时很感动，几次流下
热泪。他说：“我是裘盛戎大师的忠实粉丝，这出戏让
我想到了很多大师在世时的情景。过去写真人真事的
京剧作品成功的不多，但这个戏的剧本编得很好。”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著名导演任鸣称赞 《裘盛戎》
这出戏“有思想而且深刻，是真的从艺人本身、从人
本身去表达，真正回归到人了。其中关于人的分析，
探求的人的深刻性，不比任何艺术形式差”。

呈现：旧中有新，新中有根

现代戏难演，因为现代戏演的人物、事件离我们太
近，没有经过历史的过滤，我们也还没有经过深刻的思
考。另外，在服装、道具、程式上，现代人也跟古代人不
同，在台上“丢盔卸甲”，比如没了水袖、少了髯口，所以
从审美的角度、表演的角度，现代戏都有很大难度。《裘
盛戎》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一些专家指出，这出戏
的舞台呈现，有着在回归京剧本体中创新的显著特点，
即旧中有新，新中有根。

导演陈霖苍出身京剧世家，又是卓有成就的表演艺
术家，深得继承与创新的三昧。他导演这部剧时，回归
京剧传统表演规律，以演员的表演和塑造人物为中心，
力求突破新编京剧的模式，去掉现代戏的“样板气”。他
说，创排京剧现代戏确实很困难，传统程式都没法用，手
段太单一，写真人真事也有些限制。“但《裘盛戎》这个

戏，我们还是从寻找我们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方面
一点一点去做，一桌二椅，回归传统。裘先生留下的当
然是他的裘派艺术，但更宝贵的可能是裘先生对于京
剧艺术的执著精神。我们要向他学习。”

该剧的唱腔设计朱绍玉是近年来十分高产的京剧
作曲家。他说：“整体来说，这出戏的音乐既传统又现
代，更贴近京剧本体，也更市民化，满足、贴合人们
的审美需求、情趣。在戏曲音乐方面，这出戏是个探
索，是新的京剧现代戏音乐。”他用传统戏的曲牌，如

“山坡羊”“脱布衫”“水龙吟”等作为这出京剧现代戏
的音乐主体，让观众感到既耳熟又新颖。他大胆改
革，将“高拨子”与京韵大鼓的元素相融合，创新了
花脸的唱腔，并取名为“京拨调”，戏里也采用了过去
花脸很少用的大段的反二黄、昆曲吹腔等。旦角王蓉
蓉以及其他人的声腔，也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
展。朱绍玉也直接采用了一些裘盛戎创作演出的唱
段，如 《杜鹃山》 里“大火熊熊照亮了天”，如 《姚
期》里的一些唱段，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

表演：徒孙、嫡孙齐上阵

这出戏中，裘盛戎的徒孙、当红裘派花脸名家孟广
禄，被誉为饰演裘盛戎的不二人选。与裘盛戎并肩合作
多年的艺术大家张君秋先生的弟子王蓉蓉，虽戏份不
多，但出演了裘盛戎夫人李玉英，她的每次出场，一举
手、一投足，都全身心投入，调动表演经验，准确、生动、
饱满地把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翟墨饰演的剧团书记、宋
昊宇出演的琴师汪本贞、张凯扮演的汪曾祺等，也或有
真实人物，或有生活原型。此外，裘盛戎先生嫡孙裘继
戎以及方荣翔嫡孙方旭，分别出演了戏中戏里的窦尔敦
和生活中的方荣翔。剧中角色不多，但个个有声有色。

孟广禄在塑造裘盛戎这个人物形象时倾注了极大
的心血。他把自己对宗师的敬仰、对裘派艺术的理解
和从艺几十年的人生体验，融入角色的创作中，唱、
念、做、表，感情充沛，细腻入微，把一代花脸艺术
大师表现得形神兼备、感人至深。通过孟广禄塑造的
裘盛戎，也能让观众欣慰地感到裘派艺术的代代传
承，发扬光大。孟广禄管裘盛戎的长女裘红叫“大
姑”，管裘红的丈夫刘耀春叫“姑父”。《裘盛戎》演出
前后，孟光禄多次问裘红、刘耀春：“姑姑、姑父，你
们看我这个怎么样，哪点不好？给我提出来！”他还请
刘耀春帮助设计服装，以更贴近生活原型。

任鸣说：“《裘盛戎》是一个好看的戏。从形式上讲，
也有传统京剧自己的手法和特点，也有现代意识，特别
是人物的意识跟他的内心世界的转换，很自如。”戏迷刘
杰说：“《裘盛戎》远离大制作又十分接地气，编剧很精
巧，导演很精练，京剧韵味浓，七八位演员撑起了一台好
戏。裘先生经历的磨难岁月，老戏迷历历在目，看《裘盛
戎》感觉太亲切了，太感动了。这戏是对裘先生最好的
纪念。”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主任朱甲告诉记者，今年

《裘盛戎》这出戏将继续加工提高，在全国进行巡演。

今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也是中埃文化年。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组织，中国文化译研
网等单位承办的“文明的交响·中埃文化沙龙”在京举办。

为体现“一带一路”中的“互学互鉴”精神，加深中埃两国读者对两
国文化的体验和认识，促进中埃互译合作，为中埃文化机构及专家人士
提供交流平台，“文明的交响”沙龙系列活动将埃及作为首场活动的主题
国。双方大使及学者从中埃古代文明入手，追溯两个民族辉煌的文化
历史和友好的交往历程，与会的出版、影视机构也与各界嘉宾共同分
享了“一带一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精品佳作。 （文 依）

京剧《裘盛戎》：

有生活 有感情 有筋骨
本报记者 苗 春

京剧《裘盛戎》：

有生活 有感情 有筋骨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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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来到中国的
奥斯卡小金人

吴宗群

巴瑞·莫罗在第二届中美影视合作峰会上演讲

源自江西永丰 主人同村同姓

526 份地契记录古村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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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卫视播出《丝绸之路万里行》节目

重走丝路 交换信任
金大宥

《丝绸之路万里行》剧照《丝绸之路万里行》剧照
“文明的交响·中埃文化沙龙”举办

《大唐玄奘》还原西行传奇旅程
吴景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