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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厅里，史依弘的钥匙包上

换上了一个卡通杨贵妃的新挂件，

这是广东东莞的95后戏迷音音手

绘的。上周日看完《四郎探母》，音

音在天蟾逸夫舞台后门等待着史

依弘的出现，送上自己制作的一包

文创产品，不仅有杨贵妃扮相，还

有史依弘在《新龙门客栈》和《西

施》里扮演的金镶玉和西施卡通

版，以及手书戏词的帆布包。

和音音一起期待着能见到史

依弘一面的，还有数十位来自天南

海北的戏迷，他们大多是90后、95

后，一封封手写的信件，向史依弘

诉说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

对偶像的痴迷。

如果说逸夫舞台的后门还只

是小场面，史依弘去年11月到长沙

演出时可称盛况，“后台挤得连走

廊都站满了人”。音音便是那时第

一次从线上走进线下，第二晚《新

龙门客栈》演出中，史依弘用漂亮

的唱念做打，用对艺术纯粹的真

情，将金镶玉的柔情与侠义演得淋

漓尽致。尽管音音

现场看得不算多，

但是每一场她都能

看出史依弘对舞台

的敬畏和谦卑，“舞

台上的姐姐真的在

发光，让你无法忽

视，永远为这样的

姐姐心动。”

“京剧今天能

够拥有年轻戏迷，绝不仅仅是个体

在发声，而成了规模化的现象。”史

依弘说道。尽管她在生活中并不

会刻意经营粉丝，却有一批批戏迷

在潜移默化中追逐着她，将她视为

自己的榜样。

用现在的追星语言来说，90后

的阿号可以说是史依弘最早的“站

姐”之一，目前常年满员的500人微

信群“喜欢史姐姐的依家人”便是

她创建的。阿号自嘲自己是一个

很懒的人，但是因为姐姐，便会努

力提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做

一个优质“迷妹”。

如今时常被粉丝追随，也让史

依弘回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彼时，

她以史敏的名字现身日本大大小

小的剧场，受到了日本戏迷的追

捧，花束、信件收了很多，还有很多

卡通的衍生品，比如她饰演的扈三

娘就被日本戏迷画了出来。2019

年在梅兰芳赴日演出百年之际，史

依弘到日本演出，吸引了全日本的

戏迷从各地赶到现场观看。

史依弘坦言，上世纪九十年代

去日本演出大受欢迎时，国内正值

戏曲的低谷期，没有多少年轻人愿

意看京剧，如今放眼台下，至少

70%的观众是年轻面孔。京剧观

众是如何走向年轻化的？大规模

的全国巡演，以及常年润物细无声

的进校园，为培养年轻戏迷做出了

重要贡献。

95后的唐雨琪在上海大学读

书期间因为一场京剧进校园的活

动喜欢上了史依弘，三年时间看了

七场《锁麟囊》，每一次都能看到史

依弘比上一次表现得更好，“姐姐

似乎永远在走上坡路。如果有人

问我史依弘最好的演出是哪一场，

我会说是下一场。”

如今，唐雨琪已经远赴纽约工

作，她的包包上总会别很多印有史

依弘剧照的金属徽章。每当外国

朋友问她这是什么，很漂亮，唐雨

琪就给他们科普国粹京剧。她还

喜欢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看很多有

意思的京剧视频，比如京剧配音

《甄嬛传》，用Python语言写一段京

剧鼓点程序等。最近她还和特别

热门的人工智能ChatGPT聊了聊

《大唐贵妃》，ChatGPT不仅知道其

中知名的翠盘舞，更是赋诗一句

——“京剧声传四海间，依弘妙舞

名扬悬”。 本报记者 赵玥

昨天，由上

海交通大学、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主办

的“学术与人生

——刘统教授追

思会”在上海交

通大学举办。

著名党史、

军史专家，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刘

统长期从事历史

地理、中共党史

与战争审判研

究，出版著作数

十种。不久前在

央视一套播出的

电视剧《破晓东

方》就是根据他

的获得“五个一

工程奖”特别奖

图 书 、2019年

“中国好书”的

《战上海》改编

的。此外，刘统

还出版了获第五

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 、2020年 度

“中国好书”的

《火种——寻找

中国复兴之路》，

以及“解放战争

系列丛书”，《大

审判：国民政府

处置日本战犯实

录》《战后中国国

内对日本战犯审

判研究》《国民政

府审判日本战犯

史料选编 ·审判

筹备卷》等多部重要著作，皆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上海书

店出版社出版。

“刘统独特的以人说史的写作

方法，将历史的清茶化作为了酒

海。”这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

长李泓冰的感受，也是很多读者的

感受。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表示，作为国内著名的中共党史和

军事史专家，刘统的笔下有解放上

海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有徐徐展

开的解放战争纪实，更有批判日本

侵华罪行的民族大义和文以载道的

使命担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刘统创

造性地用中国古典史学的方法研究

党史、军史，善用讲故事的方式解读

历史，用鲜活呈现真实，深入基层到

机关社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形

式多样的讲座，收获了良好的群众

反响。

“刘统最推崇的就是司马迁的

《史记》，书中的故事写得那么生动，

人物都是活生生的，足够使人震撼，

这就是他追求的境界。”刘统夫人车

华玲说，在生活上，办公室、图书馆

和家三点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家

的窗户可以看到他办公室的灯，快

到11点催他回家，有时候催了两遍

还不回家。平时最高兴的事、和我

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看了什么好材

料，这就是他的快乐。”车华玲回忆

说，“他走了，我和孩子非常想念

他。”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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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的姐姐
是他们的榜样
——史依弘和她年轻朋友们的故事

昨晚，由上海博物馆和新民晚

报社联合主办的上博讲坛《文物里

的丝绸之路》开讲，“上海时刻”“上

海博物馆”视频号、上海博物馆B

站直播间、新浪直播等全程直播。

主讲人王樾博士是上海博物馆研

究馆员，编著了《上海博物馆藏丝

绸之路古代钱币》《亚欧衢地》等。

丝路起源
丝绸之路，在学界通常指欧亚

北部商路，由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

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今天西

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

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

丝绸之路最初是如何起源

的？王樾研究认为，丝绸之路的路

网之所以形成，和人类的发展进程

息息相关。十万年前，古代人类为

了摆脱有限的生存环境，开始了迁

徙。在迁徙过程中，寻找赖以生存

的水源的同时，踏出了一条条在山

脚、山谷走廊、河谷地带的道路，形

成了丝绸之路道路网的雏形。而

随着迁徙、生产的进程，差异化的

物质需求逐渐催生了贸易，丝绸之

路也就此逐渐形成。

三个世界
王樾将亚欧大陆分成了西部、

中部、东部“三个世界”，分别包含

地中海的希腊、罗马和伊朗高原，

中亚与南亚北部和古代新疆地区、

中原王朝。

西部世界中，古代伊朗高原文

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地缘环境，

致使不同文化在此汇聚融合，以经

济贸易的方式向东方发展，这种趋

势和特点，在卢里斯坦青铜器中，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帝国

的钱币上，在萨珊王朝的雕刻画面

里，都有迹可循；中部世界，处在东

西方的“夹击”下，是文明的传递

者，经济贸易追求是推动力，人群

互动带来文化的交流，方向以自西

向东为主。

而东方世界，正是以中华文

明为主体，融合东亚世界，以政治

的形式向西经营。沙山下、宕泉

河边的莫高窟静静伫立千年，崖

壁上735个石窟，诉说着时光和文

明。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

它属于中国，也为世界人民共同

欣赏。

王樾认为，“三个世界”不同的

民族、国家，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丝

绸之路交流、碰撞，最终实现交融，

形成了一个个灿烂的文化，这些文

化因开放而健康，因包容而多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

是独立形成和独自发展的。横亘

在亚欧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就承担

着交通与文明交流的重任。”

“回顾历史，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爱惜自身文化，尊重其他文化，

这样才能保持文化持久的活力，这

也许就是丝绸之路的意义和真

谛。”王樾说。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上博讲坛带你远行“丝绸之路”

刚刚结束《四郎探母》的演
出，史依弘和李军这两位名角儿
又携手从铁镜公主和杨四郎变
身杨玉环和唐明皇——2月17

日至19日，京剧《大唐贵妃》将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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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为史依弘制作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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