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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 是由上海沪剧院
携手当代中国戏曲界金牌创作团
队，历时 5 年精心创排的原创大型
沪剧。该剧由张曼君执导，沪剧表
演艺术家、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领衔主演。沪剧演员钱思剑、凌月
刚、李建华分别饰演了樊锦诗人生
中的 3 位重要男性：与樊锦诗结为
伉俪，共同投身祖国文保事业的彭
金章；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将樊锦诗领进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
首任院长常书鸿；一生兢兢业业，
将保护敦煌的“接力棒”交到樊锦
诗手上的第二任院长段文杰。

“西北题材不是沪剧擅长的题
材，但是樊院长坚守大漠的精神鼓
舞了我们，使我们下定决心做好这
部戏。”茅善玉表示。为了演好敦
煌的故事、文保工作者的故事，茅
善玉 5 年间多次带队走进敦煌，与
樊锦诗等人深入交流，实地感受莫
高窟文保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

“敦煌怎么来演？我们每天不
是在图书馆研究，就是在办公桌上
写作，要不就是进洞，我是一点都
想不出。”樊锦诗说，自己最初听
到茅善玉要写一部关于敦煌的沪剧
时，心里就替他们犯了难。正如樊
锦诗所言，做这部剧确实是有很大
难度的。第一难在上海戏曲如何演
出“西北感”，第二难在真人真事
如何真打动人，第三难在如何演出
文化精神和品位。

在解决第一个难题时，舞美起
到了关键作用。剧中大部分场景

都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一个场
景是上海。莫高窟如何表现？是
写实还是写意？剧中用三面白墙
的结构，加上灯光设计，模拟出
洞窟的感觉。这种诗化、写意、抽
象、提纯，把舞台的更多焦点让渡
给演员。所以，这出戏除了故事
地点发生在西北，依旧是满满的
沪剧味道。

至于第二个难题，也是现在舞
台创作的一个普遍难题。现在很多
舞台创作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就是
不打动人。为什么？说到底还是不
够真实，或者表演不真实，或者剧
本不真实，或者情感不真实。为了
让自己的表演尽可能地真，茅善玉
在知识、文化和情感上做了充分储
备。她在 5 年里六进敦煌和人物相
处，走进人物内心。演出中，她跨
越 50多年，从一名初入敦煌的 25岁

“上海小姑娘”，变身为无悔青春的
“耄耋老人”，形神具备。不仅演员
在服装、妆容、形体、唱腔、神态上贴
近人物，《敦煌女儿》 对人物的精
神和情感世界也进行了深入的剖
析。一位娇滴滴的上海姑娘为何去
到西北大漠？一位年轻女性为何与
丈夫分居留在敦煌？事业和孩子发
生冲突时怎么办？这些普通人也会
遇到的职业抉择、情感矛盾在剧中
被浓缩凸显出来，让人物更加可感
可触，情感更为真挚动人。

追求真实，使得 《敦煌女儿》
这部剧演出了文化精神和品位。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
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说，
50 多年前，她独自一人来到敦煌，

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我之所以
能在敦煌待下来，不仅因为有老彭
的支持，有前辈们的榜样，更重要
的是全世界就只有一个莫高窟，我
想的是怎么把莫高窟永远保存下
去。我经常说，我努力做不一定做
好，但如果我不努力做，莫高窟在我
手里坏了，我没法向所有人交代。”

与樊锦诗一样，敦煌的一代代
文保工作者，就是出于爱、出于职业
精神而留在敦煌，守护敦煌。《敦煌
女儿》对这种爱和职业精神给予了
很好的表达和颂扬。剧中，樊锦诗
最早去敦煌是怀着青春理想的，后
来她逐渐被敦煌的美和人类文明的
精妙和璀璨所吸引，专业价值、学
术理想找到了最适宜的落点。

这种青春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合
而为一，是打动人心的。当下，许
多年轻人在职场中经常感到困惑，
找不到方向。剧中樊锦诗理想和自
我价值的有机结合，为当代年轻人
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对
一个理想保持持久的、忠诚的、漫
长的热爱与坚守是永远都不会过时
的追求。

剧中一代代敦煌守护者集体奋
斗的职业精神和敬业态度，也是打
动人心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
戈壁荒漠中“开垦”，以坚毅顽强
的姿态，默默守护前人赋予的宝
藏，并向世界播撒中华文明的种
子。对于老一辈敦煌守护者，樊锦
诗曾用“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
奉献，开拓进取”这16个字来概括对
他们的敬重：“正因为有这些老前辈
给我们打基础，我们又遇到了好时

代，才做了这些事。”《敦煌女儿》正
是通过塑造这么一批敦煌守护者完
整的群像，展示了一代又一代文保
工作者的精神，也展示了中华民族
薪火相传守护文化遗产的精神。

2019 西安国际时尚周新闻
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据新闻
发布会透露，由陕西省西安市人
民政府主办、曲江新区管委会承
办的 2019 西安国际时尚周，将
于明年4月在西安举行。本届时
尚周以“西安最中国”为主题，
将联动西安几大文化时尚地标：
SKP板块、大雁塔板块、大华1935
板块、大明宫板块以及南门瓮城
板块，举办时尚作品发布秀、时
尚主题论坛、街拍秀、设计师工
坊等各类活动，以此激发西安时
尚基因，呈现汉唐服饰文化与中
国当代服装的新设计理念，打造

时尚文化新高地。 （黄 闻）

11 月 22 日，由北京大昌正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文化
战略进校园”项目首站走进中国
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文化战略
进校园”以“推动书画美育助力
青春公益”为主题，旨在通过笔
墨纸制作技艺现场演示、书画创
作表演、捐赠特笔墨纸用品、建
立书画美育活动基地、设立奖学
金等活动，让高校莘莘学子能够
近距离感受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
魅力和深厚底蕴，从而提升审
美，陶冶性灵，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

当天，活动主办方向中国政
法大学捐赠了特制笔墨纸用品
300套，并表示将与校方共建中
国政法大学昌正书画美育活动基
地，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书画
笔会和作品展览，同时还将设立
大昌正奖学金，奖助优秀贫困大
学生。据悉，“文化战略进校
园”将陆续走进百所高校。

（小 雯）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40年来，全球华人是改革开放
的亲历者、推动者，也是“中国奇迹”
的见证者、受益者。11 月 24 日，中
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世界
听我说》第三季，邀请来自全球五大
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位华人
讲述者，通过演讲的形式讲述改革
开放40年来海外华人的故事。

这些华人讲述者包括 92 岁的
奥斯卡终身评委卢燕、非洲首位华
人酋长胡介国、北美洲加拿大卑诗

省议员屈洁冰等。从事不同领域工
作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华人
在世界舞台的杰出成就及卓越风
采，抒发了当代华人回望故乡的深
沉情感，还原华人在海外的真实生
活面貌、情感状态以及他们的文化
自信和文化传承。

首期节目中，作家刘墉之子刘
轩深情回忆了与奶奶有关的温情故
事，描摹了华人家庭的情感样本；
短道速滑运动员刘少林、刘少昂兄
弟讲述他们在中国教练指导下，以

“匈牙利的身体”拥有了“中国的
速度”，夺得匈牙利历史上第一枚
冬奥会金牌；“乡音考古者”张吉
安展示其 13 年来在马来西亚采集
的300多种华人乡音，希望所有的
华人后代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在诉说与倾听中，他们的故事
叩击着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门。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节
目通过华人讲述者的亲身经历，传
递出点滴人生汇聚而成的华人情
怀，体现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历久弥

新。节目不但激发了世界华人“同
根同源、血肉相连”的民族认同感，
也以宽广的格局、创新的形式和丰
富的故事传递了中华民族屹立世界
之林的铮铮风骨与不凡气度。

继 11 月 22 日晚精彩演绎马勒
《第五交响曲》之后，23 日晚，柏林
爱乐乐团与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
梅尔、钢琴家郎朗合作，在国家大剧
院再度开启了一场“音乐狂欢”。

当晚，杜达梅尔、郎朗与柏林
爱乐乐团联袂为观众奉献了莫扎特
的作品 《C 小调第 24 号钢琴协奏
曲》。该作品创作于1785年到1786
年间，共分三个乐章。这是杜达梅

尔与郎朗两位“80 后”古典音乐
家，头一次合作演绎莫扎特的作
品。下半场，杜达梅尔指挥柏林爱
乐乐团带来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五
交响曲》。这部作品在20世纪音乐
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鲜明的苏联
风格和宏大的编制对很多交响乐团
来说都是挑战和难题。当晚柏林爱
乐乐团的演绎，展现了一丝不苟的
技巧以及对作品中“人性的塑造和
体验”独到的解读。

此次造访，距离柏林爱乐乐团
上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登台已时隔 7
年。柏林爱乐乐团凭借一流的演奏
技术、独特的音响特征、丰富的曲
目积累，成为不少古典音乐爱好者
心中的“交响天团”。当晚音乐会
是柏林爱乐乐团整个亚洲巡演计划
中唯一和郎朗合作的一场，也是郎

朗手伤好转复出之后首次亮相国家
大剧院。郎朗将这场音乐会称为

“世纪音乐会”，并说道：“我从小
就很崇拜柏林爱乐乐团。那时候听
到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就觉得是个
传奇。这支乐团的各个声部都有全
世界最顶尖的演奏家。跟他们合
作，能够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为了让更多观众欣赏到音乐
会，国家大剧院除了继续在新闻发
布厅、艺术资料中心举办直播导赏
外，还特别在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
中心设立直播分会场，邀请乐评人
王纪宴、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张艺、乐
评人许渌洋、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
内容总监高屹进行演前导赏。11
月 22 日和 23 日两天，共计近 1500
余名观众通过3个直播分会场欣赏
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场音乐会。 11 月 22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

部、作家出版社、《中国作家》 杂志
社联合举办的徐剑长篇报告文学《大
国重器》研讨会在京举行。

徐剑为一级作家，曾任火箭军政
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大国重
器》 共计 52 万余字，以宏大的视角
梳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这支
战略部队的历史，记录了前后几代
国家领导人、科学家、军队实际负
责人在其筹建、初见规模、发展壮
大等阶段的擘划决策，展现了对普
通建设者、无名英雄的关注。与会
专家表示，这是一部有温度、有情
怀的报告文学作品，塑造了很多有
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其中蕴含的奋斗
牺牲精神不会过时。 （邓梦芳）

千年翰墨书新意，万丈绢本绘
宏图。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11 月
25日上午，以“同怀家国情 共圆中
国梦”为主题的中国书画名家作品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巡展北京首
展，在全国政协文史馆开幕。活动

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华英才半
月刊社、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
丝路青年论坛和丝路国际智库交
流中心共同举办。

本次展览由 《避窳求精》《风
清骨峻》《追慕经典》《云水风
动》《艺海一粟》《溯道寻源》《大

墨情怀》 7个部分组成，展出张瑞
龄、马约、杨再春、陈学同、李
占、纪永等7位书画篆刻艺术家的
180件作品：包括书张瑞龄的巨幅
楷书精品 《岳阳楼记》 和 《金刚
经》、马约的 108 只千姿百态的 28
米长卷猫图、杨再春的巨幅行书

力作 《岳阳楼记》 及新作品、白
狼气势如虹的草书、陈学同的花
鸟画 《春融》 和巨幅山水画 《栋
梁生处》、纪永的《如意图》和《静雪
明心》、李占的《中国梦》和《走进新
时代》等。

（文 慧）

2018 年国际安徒生奖日前公布
了今年的插画奖项获奖者——65 岁
的俄罗斯插画家伊戈尔·欧尼科夫。

欧尼科夫的插图题材以经典童
话、名著为主，包括安徒生、格林兄
弟、普希金、果戈里等，此外他还曾与
中国作者合作完成了基于中国传统
文化题材的作品《斗年兽》《十二生肖
谁第一》等。在获奖的50天后，伊戈
尔·欧尼科夫带着他的两本中文版新
书 《狐狸和兔子》《老鼠的房子》 来
到中国。这两本图画书改编自俄罗
斯的传统民间故事，俄文版分别于
2017、2018 年面世，中文版由北斗
出版集团引进推出。 （韩维正）

樊锦诗故事被搬上沪剧舞台

是敦煌女儿，也是上海姑娘
□ 本报记者 郑 娜

“敦煌慷慨留
我，我誓言留住
敦煌”“岁月悠悠
倏忽如一晃，上
海姑娘两鬓也如
霜 ” …… 日 前 ，
讲述敦煌研究院
第三任院长樊锦
诗故事的大型沪
剧 《敦煌女儿》，
在北京大学和梅
兰 芳 大 剧 院 上
演。演员们用悠
扬婉转的“上海
声音”，唱出了以
樊锦诗为代表的
一代代文保工作
者 薪 火 相 传 的

“莫高精神”。

郎朗牵手柏林爱乐乐团
□ 郭佳文

报告文学《大国重器》

研讨会在京举行

报告文学《大国重器》

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8国际安徒生奖

得主作品来到中国

2019西安国际时尚周

将激发古都时尚基因

“文化战略进校园”

走进中国政法大学

“文化战略进校园”

走进中国政法大学

▲发布会上的设计师开场秀

180件作品亮相“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展

《世界听我说》

倾听改革开放40年的华人故事
□ 钟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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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善玉饰演的“樊锦诗”

11 月 28 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经过评审，
通过决议，将中国申
报的“藏医药浴法
——中国藏族有关生
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
知识与实践”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委员会决议
指出，该遗产项目

“凸显了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传统知识的
重要性，提供了人类
与其环境间可持续关
系的积极例证”。

藏医药浴法，藏
语称“泷沐”，是藏族
人民以土、水、火、风、
空“五源”生命观和
隆、赤巴、培根“三因”
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
导，通过沐浴天然温
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
或蒸汽，调节身心平
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
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既体现了相
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
间经验，也是以《四部医典》为代表
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
继承和发展，承载着藏族天文历算、
自然博物、仪式信仰、行为规范、起
居饮馔等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
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雕
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既
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又
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识与实践，是世
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经国务院批准，藏医药浴法相关
项目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4 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遗名录。如今，藏医药浴法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助于从整体上
提升非遗的可见度，并提高对其重要
意义的认知，促进不同民族关于生命
健康和尊重自然的对话，也体现出国
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遗
的重视。

随着藏医药浴法的列入，中国共
有 40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这体现了
中国日益提高的履约能力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水平，对于增强社区、群体
和个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传承
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藏医药浴法列入代表作名录，是
一个新的起点。未来，相关部门将根据
业已制定的保护计划，积极支持相关
社区、群体和个人组织实施系列保护
措施，做好藏医药浴法的传承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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