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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经过两年多精心打磨，大型系

列纪录片《何以中国》将于10月20

日在东方卫视开播。纪录片从秦

汉讲起，以倒叙方式追溯到新石器

时代，每一集用几段平凡人的故

事，串起那个时代一件件流传至今

的文物。

《何以中国》的画面都是实景

拍摄，在今昔之间切换，可以看到

千百年来同一片土地的变化。导

演团队把跨越千万年的文物及史

迹拍得非常精致。片中的一些场

景，比如村落、王宫等，也都是剧组

根据史料和考古成果复原的。为

反映先民定居生活的面貌，主创团

队搭建了一座“何以村”，建造了北

方村落的半地穴式房屋群和南方

湿热地带的干栏式建筑。对主创

团队来说，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是

他们试着跨越时空揣测古人的所

思所行，制造经意和不经意的痕迹

的过程。这种隔空交流很奇妙，也

是他们做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剧中还铺陈开了一个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有月下思乡的普通

战士，有封狼居胥的将领，有被迫

殉葬的驭手，也有远嫁他乡的公

主……史书上你轻轻翻过的一页，

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们用

自己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何以

中国”的历史答案。

作为一部考古纪录片，观众能

从中学到知识。比如，通过一场

“追尾”车祸，你能一秒学会甲骨

文中的“翻车”怎么写。要知道

该片的幕后学术团队都来自国家

队——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任

总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秦岭担任学术总制片人，实现了

秦汉考古、夏商周考古、新石器时

代考古领域的最强专家集结。

片中还藏着不少“彩蛋”：胡歌

饰演的啬夫弘惆怅地望着窗外的生

死离别，解忧公主分别由获得过白

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黄尧和上海

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小辰老师饰

演……该片主题曲由音乐人罗大

佑创作，据说他在创作时融入了来

自大自然的美妙音律与和弦，让旋

律回荡在中华历史的灿烂星空中。

《何以中国》由国家文物局和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担任指导单

位，上海市文物局为支持单位，上

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百视TV

共同投资拍摄。

本报记者 吴翔

拿到藤编的鸟巢形状花器后，

蒋晨琪稍加思索，添上绿叶和玫

瑰，一手转动花器，一手添加花

材。不一会儿，作品完成，整个过

程干净利落。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蒋晨琪

获得金牌，成为上海代表团摘金选

手中最年轻的一位——到这个月

底她才满18岁。

四次侥幸
蒋晨琪是上海建设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的学生。说起冠军路，她

笑称充满了侥幸。

2021年，蒋晨琪参加中考，选

择报考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中考没考好，压线进的建设管

理职业技术学院。”蒋晨琪说。这

是第一次侥幸。

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是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的中国

集训基地和上海选手培养基地，这

里培养出第44届、第45届世赛花

艺项目金牌得主。去年，在学院遴

选备赛上海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花艺项目选手时，蒋晨琪陪同学

来试一试，结果同学没入选，她却

入选了。这是第二次侥幸。

经过一番大浪淘沙，上海集训

队选中5名学生，蒋晨琪是第6

名。正当她准备打道回府时，却被

通知集训队需要6个人，她刚好挤

进去了。这是第三次侥幸。

蒋晨琪的教练蒋孟良说，在今

年4月举行的上海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上，蒋晨琪在比分落后的情况

下，最后一个“惊喜盒”作品超常发

挥，而对手在最后一个项目出现失

误，蒋晨琪比分反超成为第一名，

取得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入场

券。这是第四次侥幸。

背后付出
你一定会说这真是太幸运了，

其实，幸运的背后是巨大的付出。

花艺比赛设置了植物种植设

计、花束、切花装饰、新娘花饰设计

与制造，以及“惊喜盒”模块。选手

需要在3天内完成4个基础项目和4

个“惊喜盒”。进入集训队后，蒋晨

琪训练丝毫不马虎。“这个暑假一天

都没休息过。每天上午8时到教

室，晚上8时能结束就算早的了。”

在蒋孟良的眼里，蒋晨琪做事非常

专注，站在板凳上修剪枝条，一站就

是半天。花艺比赛中需要娴熟运用

热熔胶枪、电钻、钳子等工具，17岁

的少女，别人的手白白嫩嫩，蒋晨琪

的手上留着伤痕。她说：“天天和剪

刀、电钻打交道，哪有不受伤的？”

这次比赛，她抽到的最后一个

“惊喜盒”是给一个天津泥人张的

彩塑做装饰。“当时脑袋‘嗡’了一

下”，她拿到一个“大阿福”一样的彩

塑，圆溜溜的，没法在它身上固定装

饰。但蒋晨琪很快镇定下来，经过

一番构思后，在“大阿福”身上绕上

铁丝，用叶片做了类似飘带的贴面，

巧妙地把铁丝遮盖住了，再根据彩

塑的风格搭配合适的花材。当作

品完成时，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蒋孟良评价蒋晨琪“是一名竞

赛型选手”。而现在，蒋晨琪的新

目标是明年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记者 鲁哲

身着西装、打着玫红色领带、拄

杖而坐的，是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戴立信；一旁穿着蓝色

盘扣唐装的，则是两度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卡尔 ·巴里 ·夏普利斯。镜

头将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永恒定

格，记录了两位卓越化学家跨越半

个世纪的友谊。

从美国来沪为他“最久的中国

朋友”——戴立信院士庆祝百岁生

日，是夏普利斯教授此行的重要目

的之一；而另一件大事，是参与昨天

在上海张江拉开大幕的WRC2023

生物正交与点击化学学术会议。

开幕第一天，最让人感动的画

面，是原定作开场简短致辞的夏普

利斯教授，克服身体不适，即兴作了

20分钟的主旨演讲。夏普利斯今

年也已82岁，面对250多位科学同

道，他介绍了自己和戴先生的深厚

情谊，介绍了“点击化学”的发现，介

绍了他的跨国学术团队。

夏普利斯对上海有着非同一般

的感情。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

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戴

立信院士就邀请他来上海开讲座。

2016年，他曾在上海有机所建立独

立的实验室——在此之前他只在美

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有自己的实验

室。去年秋天，夏普利斯来到上海

参加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接受媒体采访时，特意穿了戴院士

送给他的中国风短袖T恤；在分论

坛“药物发现新模式”中，他展示了

自己珍藏的与上海相关的照片，其

中就有与戴院士的合影。

点击化学，为夏普利斯带来了

第二枚诺贝尔化学奖的奖牌。昨天

的主旨演讲里，他不吝赞美地表扬

他的中国学生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

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并饶有兴致地

介绍学生董佳家用周星驰电影《功

夫》中“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

破”来形容化学实验中发现的最有

效的完美反应。

而在每一位嘉宾作报告的时

候，夏普利斯教授总是认真记录、认

真思考、认真发问。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

室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董

佳家在随后的演讲中表达了感叹和

感激：“是老一辈中美化学家的友谊

让我们的工作得以开展和传承。”董

佳家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和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WLA）的支持下，成立

WLA-上海交通大学点击化学联合

研究中心，将把这份情谊和严谨的

学术，以及在科学探索路上持之以

恒的精神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郜阳

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夏普利斯教授来沪做了两件大事

一张“   岁”合影 一场精彩演讲

“黑马”的背后不只是幸运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蒋晨琪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人物串起华夏文物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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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工匠风采录

近日，乒乓球运动员

王楚钦在机场因被跟拍

而怒怼“粉丝”的视频热

传。前天深夜，王楚钦网

上发文，希望抵制“代拍”

和长时间跟拍等行为。

从东京奥运会、北京

冬奥会，再到不久前的杭

州亚运会，不少“顶流”体

育明星凭借优异成绩频

频“出圈”。然而，机场里

粉丝接机送机，层层人墙

拥堵通道；网络上，有组

织地控评打榜……这些

“饭圈”乱象也在体育领

域频频出现。像游泳运

动员汪顺，就曾在机场被

网友戴上黑色帽子。更

有甚者，个别粉丝“拉踩”

竞争对手、辱骂裁判，掀

起互撕口水战，丢失了竞

技体育的纯粹性。

粉丝们鼓励、喜欢运

动员是人之常情。然而，

对运动员的非理性应援

与消费，看似为运动员增

加人气，实则平添了“饭

圈”戾气，更有可能影响

运动员日常训练。像乒乓

球运动员樊振东就曾遭

疯狂粉丝骚扰：酒店房间

被入侵，严重影响备战。

网友呼吁：“别把饭圈那

套带到体育界。”“不要让喜欢变

成疯狂，而应成为向上的动力。”

借着粉丝名义，打着爱的旗

号，对运动员采用失范行为的“饭

圈”乱象，仅靠运动员个人抵制是

不够的，还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约

束措施，加强教育引导。中国奥

委会曾发布声明，号召社会各界

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理性追星，

避免不当言行，坚决杜绝“饭圈”

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网络平台

同样要加大自我管理力度，为赛

事讨论提供清朗环境。

运动员不需要“应援”。赛场

内，有秩序地加油；赛场外，以运

动员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精神

激励自己成长，这才是正能量满

满的追星之道。

今日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