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2月 28日 星期五 名誉主编：袁仁国 主编：李芸 编辑：张文静 校对：么辰 Tel押（010）62580723 E-mail押dushu＠stimes.cn

纯文学杂志《天南》宣布停刊
不久前，纯文学杂志《天南》主编欧宁称杂

志因经营压力停刊，已经出版的第 16 期《钻石
一代》将成为该刊的终刊号。

2005 年，《天南》杂志被现代传播集团购入
并改为一本书评杂志。2011 年 4 月 1 日，《天南》
文学双月刊创刊号出版上市，每期含精选文稿
英文版别册。至今不过 3 年多的时间。

《天南》杂志以其大胆创新和打破常规的外
在形象和精神内核，受到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喜
爱。据业内人士透露，由于每期的运营成本还包
含英文版翻译费用，《天南》 的采编成本也比较
高。加之广告不多，《天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点评：当下纸版纯文学杂志很难靠自身赢
利经营下去，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还有人去尝
试，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勇气，雁过留声，至少给
人们留下一段美好记忆。如微博上所说：“谢谢
你曾经为我们带来那么多好故事。”

麦家登上《纽约时报》
2 月 21 日，《纽约时报》以 3000 字的显著篇

幅对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麦家进行了题为《中
国小说家笔下的隐密世界》的报道，对他将在 3
月 18 日上市的美国版《解密》及他写作的意义
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前《华尔街日报》《卫报》《独立报》《泰晤
士文学增刊》 等几大西方权威报刊都对麦家即
将出版的《解密》英文版给予好评和激赏。

可以说这是《纽约时报》首次对以讲述新中
国革命历史故事和塑造无名谍战英雄著称的

“红色作家”给予正面报道，并称麦家的写作具
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性”。

该报道对麦家的评价脱离了数十年来“西
方看中国作家”的传统模式，激赏麦家作品独特
的“隐秘气质”，并结合当下在美国沸沸扬扬的

“斯诺登”事件强调其作品的现实意义，最后甚
至富有深意地引用了麦家的原话：“文学的意义
永远高于政治。”

点评：中文小说如此高调进入西方世界，怎
么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很期待被《纽约时报》
及其他几家世界级大报激赏的《解密》在亚马逊
有好的销量，毕竟读者的反应是重要的硬指标。

《白日焰火》导演看好国内票房
在获得柏林电影节两项大奖后，导演刁亦

男称，看好《白日焰火》的票房。《白日焰火》能否
突破文艺片在商业上的桎梏？

在 8 年的筹备中，刁亦男写了三个不同的剧
本，无论是在选角还是影片风格上，都尽可能平衡文
艺和商业的关系。投资方万娟强调，在宣传上，《白日
焰火》会按照商业片的节奏来，“即使没有来柏
林，在国内我们也会往挖掘商业元素的方向去做”。

中影南方院线负责人邱晴举了 《桃姐》和
《观音山》作为例子，“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在于精
准的营销”。因此，《白日焰火》的制片方接下来
应该选择营销经验丰富的团队给片子作好定
位，选准档期，并调动资源吸引潜在观众。

点评：做得好，还要会吆喝。文化产品进入
市场，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商业影片的好销量并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文艺影片并不是没有观众，
如何去调动，其中所需要的智慧不比拍影片少。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将断层
广西防城港市政协委员李林珍在日前召开的

防城港市人大、政协会议上呼吁，加大保护少数民
族文化力度，增强少数民族青年的民族文化自信。
目前，防城港市已经普查入编的非遗项目共 3347
个，其中，京族“哈节”、独弦琴艺术，大板瑶阿波节
等 34 个项目获得市级以上的注册登记保护。

“一些少数民族人群尤其是青壮年对本土
民族文化缺乏自信，不愿穿本民族服饰、不愿唱
本民族山歌、不愿使用本民族语言、不愿建本民
族特色楼房。一些民族服饰、歌谣、曲艺、传说等
逐渐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开始变味、衰
退，甚至消亡。”李林珍说。

李林珍经过调研发现，目前有技艺、有影响的
民间老艺人或传承人已人数不多，且年龄偏高，难
免有“人离曲亡”的担忧，抢救保护工作形势严峻。

点评：如果世界都是一样的文化，那么我们
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旅行有什么可看的呢？没
有走婚，没有山歌，没有高脚楼……世界失去了
很多意味。文化多样性是必需的，少数民族文化
也不能流失，这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抢救和保护，
还要加强青年人的认识。

诗人多多谈诗歌朗诵
2 月 23 日，在上海民生美术馆第十二期“诗

歌来到美术馆”活动中，一位诗歌爱好者主动要
求朗诵朦胧派代表诗人多多的诗歌———字正腔
圆、感情充沛。朗诵完毕，有读者鼓掌叫好。“你
这么朗诵诗歌就是舞台腔，是万人一调。”多多
毫不客气地告诉读者，“有人这么朗诵我的诗
歌，我的心都碎了。”

“这就是舞台腔！”多多认为，“祖———
国———”“母———亲———”，“就是这个调，是程式
化的调，这么朗诵是对作者的冒犯”。

多多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他
说：“学校里那种诗歌朗诵会都是那样的，一般
都会有个乐队，会有人弹吉他，还有大喇叭和投
影……我会叫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关了，这么朗
诵诗歌，是极端的无知，这成了闹剧。”

在多多的印象中，国外诗歌节就是安安静
静地读，没什么废话和其他舞台性的东西。多多
认为：“诗人朗诵自己的诗，能唤起的东西太多
了。”不过多多说，其实大部分诗人都不会朗诵，

“诗歌朗诵是一门艺术”。
点评：国内的一些诗会或者诗歌节也有诗人

朗读自己的诗，不过比较小众。对普通读者来说甚
至有些不理解，那些诗人的普通话不标准，口音重，
有什么意思？可诗歌朗诵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口
音，也不在于是不是有舞台效果。正如多多所言，万
人一调才真没意思，不能表达诗歌真正的内涵。

栏目主持：喜平

文化微议

与科学大师“亲密”接触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那些印象深刻的事儿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在讲述排演剧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起
那些印象深刻的事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赵若灿：《爱在天
际》第五场“戈壁滩上”，每次到“郭老师”说“我是
中国人，我是中国科大人”的时候，都会有很多
人哭，这个场景我很难忘记，主要是因为它引起
了科大人的共鸣吧。还有演出时后台的志愿者，
每次换场，大家要换道具和衣服的时候，他们都
特别细心，着实把我感动了。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叶志良: 《求
是魂》剧作尾声处的竺可桢之问，让人感怀不
已。“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第一是
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了要做什么
样的人。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
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训练自己的思想；第
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干什么”和“做什么样的人”，虽是对浙江大学

学生的询问，但更是对所有有良知的读书人、
知识分子的世纪之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剧
作的显性意义在于歌颂科学家、教育家竺可
桢，而其悠远的普世价值，在于对人之为人的
心灵的拷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我们
学校有一句话叫“不要命的上科大”，学生的课
业非常的紧，而且来自不同的院系、不同的学科
专业，本科生、研究生都有，大家没有公共的时
间。因此，先来的同学，就会在后台写作业。在剧
中有段是讲述郭先生的航空梦，即他折纸飞机
来飞。后来，有人捡起纸飞机，发现居然是学生
在后台做作业用的草稿纸，我们非常感动。还
有，音乐剧中有学生跳舞的环节，也有专业的老
师来教他们怎么跳，怎么走步子，但是学生们不
是照样走的，他们用自己的舞步表达对实验数
据的精确要求以及小心谨慎、不断创新的思想，

这些都是跟他们的功课有关的。
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赵博：在排演过程中，有

一些小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包括里面有一个场
景是一个大爷被日本兵一脚踹倒在地，仅仅这
么一个小的片段，扮演的学生就排演了上百次，
腿都摔肿了，但还坚持在现场演完，并主动要求
加排，更加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正式演出前
两天，在演出的排演过程中，一个女生的脚扭了，
但忍着伤痛把戏演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书记郝翔：《大地
之光》学生演员当中，一个名叫马骉的男孩，有几
天在排练中精神恍惚。细心的团委老师朱荆萨
发现了这一点，他细问之后才得知：马骉父亲患
突发性脑溢血，卧病在床。但是为了排练，马骉一
声不吭，选择了留下。朱老师拨通了他父亲的电
话。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时间的沉默，不料随后那
边却说：“朱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

他们通过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长的形式，来塑造科技界的英雄，展示科学家的形象。在他
们的阐释下，科学家们有血有肉，形象丰满。

在这些“科学剧”中没有一句说教的话，没有一丝歌功颂德的色彩，却神奇地让每一个观众
为科学大师们流下了眼泪。

本报讯 2 月 25 日，故宫研究院的“十一项科
研与出版项目新闻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
花园敬胜斋举行。

4 个月前的 2013年 10月 23 日，故宫研究院
成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将此称为“博物馆领
域的一个尝试”，因为“在世界博物馆界只有卢浮
宫有类似研究机构，而与卢浮宫研究院隶属于法
国文化部不同，故宫研究院依托于故宫博物院”。

发布会上，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公布了近
几年将开展的科研与出版项目，其中包括与港台
地区以及在京文博单位的合作项目，譬如编纂《故
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启动“故宫藏先秦有名

青铜器研究项目”等。
编纂《故宫百科全书》、开展对历代书画家家

族史的研究则是比较“亲民”的科研项目。《故宫百
科全书》将是一套以故宫历史、文化与文物为记述
和研究对象的百科全书，分为古建筑、文物藏品、
档案文献、宫廷史和院史五大板块，能形象直观地
展示历史知识和文物常识。

单霁翔说：“故宫博物馆要打造成世界一流的
博物馆，就应该拥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要构建
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互动的发展理念。文物藏品永
远是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在故宫博物院
的文物藏品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将这些文

化信息传播给更多的社会公众，是重要的社会责
任。故宫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应该惠及公众。”

2015 年故宫准备开放“西部区域”，是《甄嬛
传》故事比较集中的地区，涉及甄嬛居住的寿康
宫、安陵容居住的延禧宫、敬妃和欣贵人移居的慈
宁宫等。单霁翔笑言：“我经常被问到开放西部区
域是不是受《甄嬛传》的影响，当然不是。经常被问
到这样的问题不是公众的原因，是我们的责任，因
为公众得到故宫的文化信息常常是从连续剧中。
我们故宫人要通过科研揭示文物背后附带的历史
文化信息，通过营造开放式的平台传播历史文化
信息。” （李芸）

故宫研究院发布十一项科研与出版项目

链接

音乐剧 《爱
在天际》剧照

今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0 日，科学大
师名校宣传工程将在武汉大学、华中农业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大学等知
名高校组织演出，剧目如下：

歌剧《王选之歌》：歌剧讲述了汉字激
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王选的感人事迹，将
一代老北大人的精神风骨展现给观众。

（排演高校：北京大学）
话剧《马兰花开》：话剧从童年邓稼先

要造“中国人自己的子弹”的志向和少年邓
稼先不堪受辱愤而撕旗的义举而拉开序
幕，通过音乐、舞蹈、影视、朗诵和丰富的多
媒体元素展示邓稼先的一生。

（排演高校：清华大学）
话剧《茅以升》：演绎北交大老校长、世

界著名桥梁专家、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
动家茅以升，一生忠于祖国、精勤治学、献
身科技、精心育人的传奇经历。

（排演高校：北京交通大学）
话剧《钱学森》：根据钱学森的传奇经

历创作，以钱学森的人生、新中国的导弹航
天事业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为
主线，辅以钱学森与夫人蒋英的爱情故事。

（排演高校：上海交通大学）
话剧《求是魂》：整部话剧截取了竺

可桢一生中的典型片段，反映了竺可桢
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展示了他追求真理、培养英才、守护文
明、爱国奉献的辉煌一生。

（排演高校：浙江大学）
话剧《大地之光》：《大地之光》为无场

次话剧，采用倒叙与插叙相结合手法，以李
四光的弥留之际为切入点。他在弥留之际，
身体非常虚弱，可依然记挂着祖国的地质
事业和他所从事的地质研究，在梦中又仿
佛回到了他带领地质队员进行地质勘探的
崇山峻岭中……

（排演高校：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音乐剧《爱在天际》：以郭永怀先生和

夫人李佩教授及女儿芹芹的亲情为切入
点，以郭永怀回国、育人、研制“两弹一星”、
牺牲、神舟发射为主线，把郭永怀对国家的
深厚感情紧紧地与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联
系在一起，展现了郭永怀在“两弹一星”研
制工作中的重要贡献。

（排演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音乐剧《罗阳》：2012 年，我国航母舰载

机歼－15 着舰首飞成功，为我国航母事业
与国防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举国上下为之
振奋，而担任现场总指挥的罗阳同志却因劳
累过度，因公殉职于人生最辉煌的时
刻。 （排演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月中旬，2013 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评选
结果公布，“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
传工程”汇演活动位列其中。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由中国科协支持，于 2012 年启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即成为首批入
选高校，分别排演了以王选、邓稼先、钱学森、竺
可桢、李四光和郭永怀为主题的话剧或音乐剧。

2013 年 4 月底，中国科协组织高校汇演，随
即掀起了一股以科学家为主题的红色旋风。

我是“科大人”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网站上一则
招募演员的帖子，让该校地空学院空间物理专
业的赵若灿陷入了两难的状态。

音乐剧《爱在天际》要招募演员了，自己还
要继续参演吗？“演出对我来说是件很快乐的事
情。”讲起参演的经历，赵若灿言语中满是兴奋。
2012 年 10 月，赵若灿开始参与《爱在天际》的排
练，并成功地塑造了赤脚到中国科大报到的新
生龚卫星的形象。那时的他，刚读研一。

而现在，那个被大家称为有点“潮”的“龚卫
星”，即将转博，学业压力越来越大。“要在实验
室忙了，导师也说我该投入主业了。”虽然不舍
得，但是赵若灿还是选择了回归科研，“这样也
能让其他人有机会参加”。

《爱在天际》 以科学大师郭永怀和夫人李
佩、女儿芹芹的亲情为切入点，讲述的是郭永怀
回国、育人、研制“两弹一星”、牺牲、神舟发射的
感人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他对祖国、对党的深厚
感情以及为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所作的贡献。

“参演《爱在天际》让我成长了很多，演完后
我对所学专业有了一种认同感。”赵若灿说，自
己以前对科研都不太了解，也不太投入，但是剧
中的大师们让他对科研和学习有了新的感悟。

“以前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科大人，跟先生
谈起科大，都会说‘你们科大’。”李佩的扮演者
史亚英是科大附中的一名音乐老师，她的爱人

在科大教书。“演完《爱在天际》后，我觉得总算
为科大做了点事情，现在我终于敢说‘我是科大
人’了。”

在演出《爱在天际》之前，史亚英没有登台
演出的经历，但是她塑造的李佩先生温婉美丽、
大方得体，获得了很多称赞。“作为夫人和母亲，
女人之间是相通的。剧里面有李佩先生教育女
儿的片段，我会想起自己平时教育女儿的模样；
在表达对丈夫的爱和担心时，我也会想象成自
己的家庭。”史亚英说，参演的所有演员都是在
用“心”去演出的。

科学家并不远

《爱在天际》仅是众多汇演剧目中的一部。
“但对于如此强烈的反响，我们真的有点意外。”
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这样说。

“意料之外”，对于话剧的演出效果，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也如此评价。

“在工程策划之初，我们只是想通过学生演杰出
校友，也就是学弟演学长、校友演校友这么一个
形式，在学校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
围。”

而事实上，话剧的观众涵盖了大学生、中学
生和公众等多个群体。“所以效果到底怎么样，
最初心里是没底的。”王春法说，当第一场《马兰
花开》演完以后，他的一颗心就放下了。

“看完的人还想再看，没看的人觉得很遗
憾。”王春法说。

如此成功的背后，是高校师生们辛苦的付
出。

“话剧倾注了演员们很多的心血。”《马兰花
开》由清华大学师生排练，立足于中国核武器事

业的发展，以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一生为
生活原型。该校团委书记赵博说，他看过五次这
个话剧，每一次他都会落泪。

《马兰花开》的整个创作和排演过程，历时
将近两年。

“学生参与创作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
程。”赵博说，为了演好话剧，演员们阅读了关于
邓稼先的书籍 20 多本，并去他工作过的地方实
地考察了解，揣摩角色所应体现的特质。

《大地之光》对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学
生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艺术之旅。

《大地之光》以李四光为原型，讲述了他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 21 年时间里，从事地质科研与
领导工作的故事片段，意在还原一代科学大师
的家国情怀、科学人生和人格魅力。

“大师们生活的年代离学生们很远很远。但
学生们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可以带走几代
人，但是带不走的是永恒的精神，科学家离我们
并不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副书记傅
安洲说，《大地之光》 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切、真
诚、朴实，而这得益于演员们对于历史、剧情和
角色的融入和凝练，得益于学生的充满真实情
感的演出。

让科学精神传承下去

根据中国科协的统计，2013 年汇演活动的
所有剧目，吸引了近 3 万名观众观看，累计 273
万余名师生和社会公众参与社会讨论。

“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拓展。
如果有合适的高校以及合适的为中国科学技术
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
大师人选，我们愿意继续支持。”王春法告诉记

者，目前厦门大学的话剧《哥德巴赫猜想》正在
紧锣密鼓的排演中，讲述的是数学大师陈景润
的故事。

科学大师的事迹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而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引领学生的成长，带
动学生的进步，也成为王春法等人思考的问题。

“我们也有时间拓展方面的考虑，现在已经
在进行中了。”王春法说，科协希望每个参演的
高校都把剧目打造成一个精品，希望剧目本身
在时间上有延续和传承。“我们希望能够把科技
大师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对科学知识、科
学突破和创新的追求，通过一代代的演出，一代
代打磨，最终成为精品。”

事实上，在中国科协的推动下，高校也是这
么做的。和《爱在天际》一样，目前各个高校剧组
都在吸收新鲜的血液，一批批新人开始参加剧
目的排练。

“我们希望这些精品能够通过传承成为校
园文化的一部分。”王春法说，将来有可能出现
N 代邓稼先、N 代李四光、N 代郭永怀等，关于
他们的故事会一代代丰富下去，他们最终会成
为学校文化骨子里的一部分。

“中国科协的做法对中国的学生来说，意义
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丰富着校园的文化，对于
学生的教育意义也非常大，一方面能将科学大
师的精神传扬给学生，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学
生的表达能力，塑造学生的性格。”科学传播学
者、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说。

《爱在天际》里面的一句话让王春法印象深
刻：“在这个世界没有爱不能到达的地方，在这个
世界上没有科学不能到达的地方。”王春法说，可
以加上一句，“在爱和科学结合的地方，那是我们
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让我们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