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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制作的《仲夏夜之梦》

5 月 18 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重庆市科
协、重庆市教委、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科学技
术研究院、重庆社会科学院承办，重庆大学、解
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
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协办的 2017 年“共和国的
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在
重庆大学启动。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尚勇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本次汇演，将集
中展现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
陈景润、唐敖庆、杨石先和罗阳等 9 位科技界民
族英雄的光辉人生和感人故事，弘扬他们的中国
科学家精神。”他强调，纳入“科学大师名校宣传
工程”的科学家们，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优秀代
表，让他们的形象走进高校、走近青年学生，可以
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投身到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动中。

马兰花开，幽香满怀。当年戈壁滩中那些报
效祖国的青春壮志，如今以话剧的形式在大学校
园加以传承。

再现英雄形象

启动仪式结束后，2017 年“共和国的脊
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首场演出拉开帷
幕———话剧《马兰花开》由清华大学出品，是以清
华师生为主策划创作的现代原创校园剧作，全部
演员均为在校师生。

《马兰花开》以“两弹元勋”、清华校友邓稼先的
故事为核心，在采编人物真实事迹、力求还原历史
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多形态的艺术加工，刚柔并济、
青春向上，将音乐、舞蹈、影视、朗诵等艺术形式和
多媒体元素相结合，引人入胜、娓娓道来。

全剧以时间线为轴，分为十二个篇章，全视
角、立体化地重现了邓稼先成长成才、以身许国
的壮丽生命华章：从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报国、铮
铮风骨，到与同事们一起艰难创业、勇攀高峰；从
在大漠中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到最后一刻仍心
怀国家。同时，该剧还细腻深入地描绘了主人公
质朴大气的英雄形象、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家
人、对挚友、对伙伴的深情厚谊。

开篇时，一枚在圆明园捡来的子弹成为全局
的线索及抓手，“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子弹”的人生
理想，在童年邓稼先心中萌芽生根、愈发茁壮，成
为贯穿一生的理想和信念。

剧中很多情节感人至深，给记者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邓稼先不同阶段的几次呐喊———第一次
是青年时代看着日寇占领北平，他不堪忍受，喊
出：“我要去找清华，去找西南联大！”第二次是在
剧中多次出现的“为了这个事业，我就算死了也
值得！”这样的句子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或许有人
会评价“酸”，但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
对从事机密事业不能说具体内容，只能用这句话
来对家人、朋友表明心志的邓稼先来说，其力量
强烈且震撼，令人动容落泪。

全剧最后，“穿越”回天安门广场的邓稼先的
如下发言更是感人至深：“如果要让我邓稼先再
来一次的话，我还愿意做中国西部戈壁滩上那一
株小小的马兰花，用我全部的生命凝聚成那一瞬
间的光芒，用它照亮这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用
它照亮这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用它照亮这民
族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她永不停息的强国
梦想！”

他们心中的“邓稼先”

在演出结束之后，《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

《马兰花开》的两位男女主角，即饰演邓稼先的清
华大学外文系 2013 级本科生傅宇杰，以及饰演
邓稼先妻子许鹿希一角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
2016 级硕士生蔡丹阳，他们向记者描绘了一个他
们心目中的校友、学长邓稼先。

从本科到研究生，蔡丹阳已然是《马兰花开》
剧组中的“老人”。在进入话剧队前，她从来没有
接触过表演，却在大一时意外与“许鹿希”这个角
色相逢。在《马兰花开》首演与第二轮演出之间，
由于人员变动，蔡丹阳要接过饰演许鹿希的重
任，然而，从拿到剧本到登台演出只有不到一周
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疯狂地背词、排练，除
了上课就是在排练厅，一边骑着自行车赶路一边
不停背词。谈到饰演许鹿希这个角色给自己带来
的影响，蔡丹阳回答说很难清晰地去概括出个一
二三来。“许鹿希是位优秀的医生，但却坚定地站
在邓稼先背后，带孩子、照顾家庭。这样的爱与支
持让人非常动容。我很幸运，刚进大学就能遇到
这个角色。”

在重庆大学的演出是傅宇杰正式饰演邓稼
先一角的第六场演出。他告诉记者，邓稼先对自
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整个大学时代都与他的

故事为伴。“无论是开演前空荡的剧场，还是表演
时听到台下观众的掌声，以及表演结束场灯亮
起、演员谢幕，这些时候内心都十分满足，谢谢大
家喜爱这个故事。”

当天演出结束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来观
看演出的观众。清华校友李昂带着自己 92 岁高
龄的老祖母一同前来，他表示，看到这样的校友
故事非常动容，感动于老一辈科学家无私奉献的
精神；重庆育才中学高二学生杨凯杰则用“震撼”
二字来描述自己的感觉，话剧的表现方式比书本
中邓稼先的故事更具感染力，而自己最为感动的
是邓稼先与许鹿希之间的爱情，“他们能够互相
理解、互相支持，这让我很感动”；重庆大学大二
学生毛佳怡告诉记者，自己特别有感触的是当今
大学生羞于谈论这样的红色正能量，但事实上每
次看到类似的作品都能感到激情澎湃，令人迸发
出许多力量，“我最感动的是邓稼先去找弹体，以
及查出重病仍然坚守岗位的部分。话剧这种形式能
让人产生更强的代入感”。

传承精神 激励后人

据了解，《马兰花开》自 2013 年 4 月正式公演
以来，已经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东到东海舰队，西
到青海原子城、新疆马兰基地。

许鹿希为《马兰花开》亲笔写道：“邓稼先常
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
界先进水平。’谨以此，与清华大学的同志们共勉
之。”剧组早期成员曾专门去拜访她，但遗憾的是
她并未到现场观看这台话剧，原因是怕自己无法
承受那份哀思。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马兰花开》已经成为
每年秋天清华新入校学生的必看剧目。他表示：

“邓稼先有情怀、有生活，才能成为中国一代知识
分子的楷模和典范。”

如何去理解和传承邓稼先精神？史宗恺讲述
的一个细节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我曾经去大
西北，看到一名在当地做乡党委书记的清华毕业
生。他跟我说以后要养多少牛、怎么发展当地经
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此次汇演活动将持续到 6 月，除了清华大学
带来的《马兰花开》之外，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

《钱学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地之光》、北
京交通大学的《茅以升》等在山城多所高校演出，
预计观众人数将达到 3.5 万人次。

在印度，由于袭击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大幅
增加，位于德里的一所公立医院———全印医学科
学院开办了医生跆拳道训练班，以教授医护人员
如何保护自己。

训练班于 5 月 15 日开课，每天晚上整个医院
约 1500 名住院医生都要在医院健身房内参加训
练。该医院住院医师协会主席维贾伊·古贾尔表
示，近来医生遭受的暴力袭击在持续增加，“但政
府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使之减少”，“预防好
过补救。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那么
你就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古贾尔说。

根据《柳叶刀》杂志的数据，一项 2016 年在德
里某医院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过去一年中，有
40%的住院医生在工作时间内遭受过暴力袭击。印
度医学协会发布的数据则是，有 75%的医生在职
业生涯中会遭受身体或语言暴力。护士和其他医
院工作人员也会经常遭受袭击，但他们的遭遇更
不被人关注。

有医生表示，产生医患暴力冲突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包括公共医疗系统太过拥挤，导致医生与
病人及其家属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等，腐败和过
度收费也破坏了人们与医疗系统之间的关系。

“印度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被剥夺了享受医疗
照护的权利。”设在德里的乔治全球健康机构执行
董事维韦卡南德·杰哈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

只脚跨进医院，就意味着要花掉难以承受的费用。
人们会对此不满，并将责任推到医疗系统身上，就
不难理解了。”

不久前，在孟买发生了医生连续三次遭到暴
力袭击的事件，几千名医生因此举行罢工。为了声
援孟买的医生，全印医学科学院的医生在工作时
戴上了头盔。

在医护人员这方面，印度医学协会也在开展
教育项目，鼓励医生将更多时间用于陪伴患者。该
协会还在推动印度在法律上对暴力袭击医生和其
他医护人员的行为进行特别处理。 （艾琳整理）

近日，美国社会保障局发布了 2016 年美国最
受欢迎的宝宝名字排行榜，其中艾玛（Emma）连续
第三年成为最受欢迎的女宝宝名字，而男宝宝名
字榜单则由诺亚（Noah）连续第四年领跑。

总体来说，最受欢迎的男女宝宝名字前十名
与上一年相比变化不大。亚历山大（Alexander）跌
出男宝宝名字前十名，男孩名威廉（William）、梅森

（Mason）和女孩名夏洛特（Charlotte）的热度则有所
增加。热度增长最快的名字当属伊利亚（Elijah），今

年首次挤进前十位。名叫伊利亚的名人包括演员伊
利亚·伍德，还有热播电视剧中角色的名字。

一些宝宝的名字因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被人们
喜爱。比如，排在 2016 年最受欢迎的男宝宝名字
第二位的利亚姆（Liam），其走红也许就与演员利
亚姆·海姆斯沃斯良好的观众缘有关。这个名字的
热度是从 2012 年开始攀升的，那时正是海姆斯沃
斯参演的《饥饿游戏》第一部上映之时。

流行文化的影响同样体现在一些非传统的名
字在短期内热度迅速蹿升。比如，受到 2015 年电
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的人物凯洛·伦的影
响，男宝宝名字凯洛（Kylo）从 2015 年的第 3359 位
上升到 2016 年的 901 位。又如女宝宝名字柯兰妮

（Kehlani）从 2015 年的第 3359 名上升到 2016 年
的第 872 名，这可能是受女歌手、音乐创作人、舞
者柯兰妮的影响，她在 2016 年凭借专辑《你应该
在这里》获得了格莱美奖提名。

不过，2016 年的美国大选似乎对当年宝宝名
字排行榜没太大影响，因为唐纳德（Donald）和希
拉里（Hillary）的排名并没有什么改变。

这份宝宝名字排行榜是由美国社会保障局根
据家长申请孩子社会保障卡时提供的名字统计出
来的。早在 1880 年，宝宝名字的收集工作就开始
了。从 1997 年起，美国社会保障局开始发布男女
宝宝名字受欢迎程度排行榜。

美国发布最受欢迎的宝宝名字排行榜
西洋镜

为防暴力袭击印度医生练起跆拳道

近日，由国家大剧院
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话剧

《仲夏夜之梦》重新上演。
2014 年冬天，莎士比亚环
球剧院第一次来中国，演
出的正是《仲夏夜之梦》。
和所谓“原汁原味”的演出
不同，此次用朱生豪翻译
的绝美中文演绎莎翁作
品，使得稍显晦涩的文艺
复兴时期的英文更加贴近
了今天的中国观众。

《仲夏夜之梦》给人的
最初印象是：这是一部属
于年轻人的作品，有着年
轻人的天真烂漫与未经世
事，有着年轻人的情感一
发不可收与情感的变化无
常。莎翁的很多剧作在当
时本就不是什么严肃之
作，用现在的话说，《仲夏
夜之梦》就是一部青春轻
喜剧。

爱情的盲目性恐怕是
这部作品所揭示的最重要
的主题，爱情在莎士比亚
的笔下成为了一剂迷幻
药。剧中那句有名的台词：

“爱情不是用眼睛而是用
心灵看的，因此生着翅膀
的丘比特常被描成盲目；
而且爱情的判断全然没有
理性，光有翅膀，不生眼
睛，一味表示出鲁莽的急
躁，因此爱神便据说是一
个孩儿，因为在选择方面
他常会弄错。”被误投迷幻
药的拉山德在一觉醒来之
后觉得身边的赫米亚很恶
心，一刻也不想接近，转而
疯狂地追求海丽娜。因为
爱情是盲目的，仙后提泰
妮娅会爱上套上驴头的波
顿，而在被施用解药之后
也会弃之如敝履。

狄米特律斯是剧中
唯一一位没有被解除爱情幻觉的人，他
最后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但一
定是有一种力量——使我对赫米亚的
爱情像霜雪一样融解……我一切的忠
信、一切的心思、一切乐意的眼光，都是
属于海丽娜一个人了。”这种力量也许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爱情和战争一
样，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谁和谁在一起白头偕老。莎士比亚和剧

中的奥布朗一样，太看不过去狄米特律
斯对海丽娜的薄情，所以宁愿让他永远
处于幻觉之中，不再醒来。但是，如果全
剧没有设置迫克的超自然力量，《仲夏
夜之梦》的结局或许不堪设想。把全剧
带向混乱并最终维系圆满结局的都是
那剂爱情的迷幻药。

从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到国家大剧院，
都忠实地把莎翁的原作搬上舞台，几乎没
有对台词和情节做任何修改。两次看，笔
者都认为最后那一幕乡村剧团的拙劣演
出显得很多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很多
评论家对于《仲夏夜之梦》的评价都不高，
认为其无异于一出闹剧。

但这可能并不尽然，全剧的视角有三
个，依次是丛林以外的人类世界、丛林里
的神仙世界、上帝的世界。最后那一幕蹩
脚演出，其实就是象征了上帝眼中的人类
世界和神仙世界。无论最终是否爱对了
人，是否从爱情的迷幻中摆脱，你们的所
作所为都无异于一场闹剧、一个愚人所讲
的故事。“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
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
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
个愚人所讲的故事。”或许，莎士比亚透过
自己的另一部作品《麦克白》里面的这段
经典独白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会在全剧
的最后安排这样一出滑稽可笑、漏洞百出
的桥段。

当我们对着台上的演员哈哈大笑时，
莎士比亚或许是趴在剧场穹顶之上的那
个人，在他的眼里，下面所有的人除了可
笑，还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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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花开 芳香永恒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声音
“像花的颜色 / 也渐渐模糊得不分明

了 / 蘸着它在我雪净的手绢上写几句话 /
钢丝的车轮在偏僻的心房间 / 香花织成一
朵浮云 / 有一模糊的暗淡的影 / 是我生命
的安慰 / 只得由他们亲手烹调”。

———5 月 19 日，人类历史上首部由人
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出版，“诗人”是机器人
小冰，这首《香花织成一朵浮云》的短诗便
收录于她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冰
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于 2014 年推出的一个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其人物设定是软萌
妹子，从推出到现在，已经在多个国家的多
个平台进行了 300 亿次对话。不过，从萌妹
到诗人，她的作诗技能并非从聊天中习得，
据悉，小冰用 100 个小时的时间“学习”了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519 位中国现代诗
人的所有作品，并进行了多达 10000 次迭
代。自今年 2 月起，小冰先后使用了 27 个
化名，在不同平台发表诗歌作品，直至诗集
发布时还未被识破机器人真身，有两三首
诗甚至被媒体诗刊发表。诗集《阳光失了玻
璃窗》是从她创作的数万首诗歌中选取收
录的 139 首。

“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
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
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
兴趣要广一点。”

———文学大家汪曾祺在其散文《五味》
中曾如是写道。二十年前的 5 月 16 日，这
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离开了我们。他
曾在一个万籁俱寂、满天繁星的夜晚说：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
热的。”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20 年来，他
的人、他的文被人们不断提及，或许是因为
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20 年后
的今天，回顾汪曾祺“我手写我心”的淡雅
文风，品味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与含
情脉脉的打量，不觉更加怀念这位贪吃、贪
玩儿、贪恋人世间的可爱老人。汪曾祺生于
1920 年，江苏高邮人，曾是西南联大中文
系的学生。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的小说读
起来的感觉如同看一幅风俗画，如果给这
些风俗画加上一些修饰词，那么可以是清
新隽永、生趣盎然……

“《红楼梦》30 年了，大家之所以不停
地怀念经典，而我们也愿意多多地宣传和
纪念，其实是希望传承红楼精神，‘团结、友
爱、奉献和责任’是当年剧组留给大家的珍
贵财富。如今，这种创作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即使是我自己做导演，也回不到过去了。”

———1987 年 5 月 2 日，历经两年研讨、
两年筹备、三年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在央
视首播。一经播出，万人空巷。截至 2005 年，
87 版《红楼梦》在电视台累计重播达 700 次，
成为电视史上无法逾越的经典。一曲红楼 30
年，一朝入梦不复醒。6 月 17 日，《红楼梦》30
周年纪念活动和音乐会将在京举行。此次活
动的推进者是该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扮
演者欧阳奋强，他积极采用众筹的方式为 30
周年纪念演出募捐并为之操劳。

“当年是油印草纸，如今是无远弗届的
网络，但一首诗与内心之眼的距离不变，我
们希望，入选这本杂志的作品，每一件都证
明我们幸存下来了，且幸存得创造力十足。
归根结底，诗人终将逝去，真正对抗乃至能
战胜时间流逝的，只有诗。”

———5 月 22 日，《幸存者诗刊》在北京
举行复刊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 29 年前的
诗歌刊物“重出江湖”，主编杨炼在复刊词
中如是云。《幸存者诗刊》源自芒克、杨炼、
唐晓渡初创于 1988 年的“幸存者诗人俱乐
部”，俱乐部构成了刊物最初的核心诗人
群。第一期《幸存者诗刊》以油印本方式于
1988 年首发，1989 年初朗诵会引起轰动，再
经 1991 年北京《现代汉诗》，及其后 2014、
2016 两届“诗意的幸存者”画展转世，直到
去年 9 月，这群以诗歌和艺术为人生理想的
诗人和艺术家们聚首北京，重建“幸存者俱
乐部”，今年 3 月，幸存者诗刊编辑部成立，
一个月后，幸存者诗刊网站创立。

“晕血症患者可能会晕倒在地，需自备
担架；小清新爱好者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
症状。”

———对于上周末公映的好莱坞惊悚科
幻片《异星觉醒》，有观影者自发给出如此

“友情提醒”。据悉，片中不少血腥镜头，不
仅让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害怕，就连一些成
年人也会掩面略过，甚至整场都能听到有
孩子被吓哭的声音。对于该片，绝大多数影
院并没有给出任何观影提示，诸如标明“可
能引起心理不适”字眼，或是提醒未成年人
观看需要有家长陪同。由于惊悚指数较高，
该片在北美率先上映时就已被评为 R 级，
即属于限制级，13 岁至 17 岁观众要求有
父母或成人陪同观看。有专家建议，为适应

《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步伐，不妨重新审视
此前一些管理办法，理清头绪，尽可能维护
各方权益。 （周天整理）

惊悚灾难电影《异星觉醒》

印度医务人员戴头盔上路，抗议针对医生的
暴力行为。

最受欢迎的女宝宝名字是艾玛（Emma），男宝
宝名字则是诺亚（Noah）。

当年戈壁滩中那些报效祖国
的青春壮志，如今以话剧的形式在
大学校园加以传承。

话剧《马兰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