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汇文 体
新民网：             CultureandSports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小时读者热线：      来信：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总第777期 |

    年  月  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                 

“这部纪录片很厚重”“有必要二

刷、三刷，很多内容应该边看边查历

史资料……”昨晚，经过两年多时间

精心打磨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

在东方卫视亮相，作为一部“考古写

史”的纪录片，《何以中国》立足“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

研究成果、最新发现，从历史的长镜

头中探寻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

的客观规律和内生动力，这也点燃了

观众们学习历史的热情。

纪录片《何以中国》由国家文物

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文

物局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该

片自2021年春天启动拍摄，摄制团

队跋涉近500天，走过全国230余个

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实景拍摄。“崇龙

尚玉”红山文化遗址、“文明圣地”良

渚遗址、“华夏主脉”二里头遗址、“商

邑翼翼”殷墟遗址、“古蜀之光”三星

堆遗址……拍摄足迹遍布全国绝大

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国内首

部以考古发现来探源中华文明的叙

事型纪录片。

《何以中国》分8集，采取倒叙的

形式。昨晚开播的第一集《秦汉》记

录秦汉王朝这个多元一体的统一“中

国”。从第二集起，纪录片将返回万

余年前，《摇篮》《星斗》《古国》《择中》

《殷商》《家国》《天下》从“最初的中

国”的雏形顺流而下，展现中华文明

初始阶段每一次重要承继、流转的脉

络——包括旧、新石器时代之交，万

年前的定居生活、农业起源，距今

6000年左右区域社会加速向文明化

发展，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黄河、

西辽河流域建立早期国家形态、进入

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地

区广域王朝国家的诞生，最终秦汉王

朝在2000年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在空间

跨度上，中国“千里江山”不同区域各

具特色又相互交流融合最终抵达“多

元一体”的文明格局，都将在片中一

一呈现。

“考古写史，这部纪录片首次以

考古引领，实证早期文明国家中国的

发源和发展。”该片总导演干超介绍

说。从第一集《秦汉》，观众就可以看

到片中有几处“考古写史”的实证案

例。比如大众熟悉的睡虎地秦简，对

秦律的补充能帮助今人增进对秦国

制度的了解；又如海昏侯墓出土的竹

简木牍中有《论语》的断篇，为学界提

供了新的版本。对“考古写史”更为

直接的表现，自第二集起不断丰富。

比如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建造了

仪式“圣地”牛河梁遗址群，良渚文化

建造了大型都邑、大型水利工程，社

会发展阶段达到早期国家水平。这

些在以往以黄河流域为叙事中心的

古史记载中少有涉及，是考古发现、

研究成果，向观众展示出更丰富、更

精彩、也更为波澜壮阔的文明历程。

该片开播当天，上海广播电视台

与华纳兄弟探索集团签署合作意向

备忘录，标志《何以中国》将启动国际

版的制作和传播。同时举行《何以中

国》版权授权仪式，首批收藏《何以中

国》的18家博物馆都是与中华文明

探源及早期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物收

藏、研究、保护、展示、传播机构。接

下来，《何以中国》将在每周五21:00

于东方卫视、百视TV首播，爱奇艺、

腾讯视频、优酷、B站等互联网平台

同步播出。 本报记者 吴翔

以考古发现探源中华文明

《何以中国》
点燃观众学史热情

“评弹太好听了！”“像《声声慢》

这样的作品还会再推出吗？”“下次

一定要再来！”12月7日、8日，上海

评弹团连续两晚走进北京大学和中

央团校，带来评弹《四大美人》和一

场结合导赏与表演的精彩讲座，受

到师生的热烈追捧。

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演出的

《四大美人》由四个独立成章的小故

事连缀而成，西施、貂蝉、王昭君、杨

贵妃人生经历中最富有戏剧性的片

段在高博文、姜啸博、黄海华、周慧、

陶莺芸、俞圣琦等演员的说噱弹唱

之中娓娓道来，引得全场观众屏气

凝神，时而因精妙的语言和与时俱

进的用词而会心一笑。

今年上半年，上海评弹团刚派

出青年演员班底来到百年讲堂演绎

《金陵十二钗》，引发购票热潮。在

讲堂管理部主任马冬妮的印象里，

上海评弹团的作品在北大校园一直

备受欢迎，天南海北的学生借着演

出的机会，有些可以重温乡音，有些

可以感受截然不同的江南文化，对

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也大有裨益。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还记

得，2016年首次带着中篇评弹《林

徽因》走进北大校园，演后谈从原定

的20分钟一直“拖”到40分钟，学生

还意犹未尽。而且学生们提出的问

题质量都特别高，堪比专家研讨会

的水准。此次《四大美人》采用了全

字幕的演出形式，让很多北方学子

更加沉浸在演出内容之中，在《貂蝉

篇 ·凤仪亭》之中，演员陆嘉玮特别

蹦出了几句英语和网络用语，噱头

十足，迅速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

而在中央团校的讲座更是被校

方纳入了选修课。高博文担任主讲

人，朱琳、吴啸芸、陆嘉玮助演，将评

弹的前世今生以生动的方式演绎出

来。从传统的《莺莺操琴》到流行歌

曲《声声慢》，以及跨界作品《白蛇传·

天长地久永不分》，学生们忍不住掏出

手机录下了精彩的演出片段。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结束，台下

的提问一个接一个。“我在电视上看

过高团您的节目！”一位90后现场

诉说着他对《白蛇传 ·天长地久永不

分》这首结合评弹与爵士的歌曲的

喜爱。“我是在电视剧里第一次听到

评弹的，刚刚看表演的时候不敢打

破演员表演的意境，不知道欣赏评

弹应该什么时候叫好？”一位来自河

南的老师问道。高博文的回答也给

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评弹不叫好，

演出结束之后鼓掌即可。”

学生们在散场后将演员们团团

围住，希望能够拍一张合影，不少同

学一路追到了化妆间，希望评弹有

机会再来演出。在人文气息浓厚的

北方校园，上海评弹团带着一流的

演出阵容在师生们心中播撒下一颗

种子，静待日后芬芳满园。

驻京记者 赵玥

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上

演20周年之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于12月23日首

推上海话版。该剧日前首次公开排练现场，还特邀著

名滑稽戏演员钱程担任上海话语言指导。

《长恨歌》是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

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被誉为

“现代上海史诗”，讲述一个女人半个世纪的情与爱，交

织着上海这座摩登都市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沧

海桑田的变迁。该剧首轮演出于2003年一经推出，便

引起轰动，此后每一轮都一票难求。上海话版将启用

全新剧本，剧中包括第一幕的第一场、第二幕的第三场

等剧情，都是新增。

作家王安忆看过多次舞台剧《长恨歌》，在众多改

编的艺术形式中，她最爱的还是舞台剧，并十分期待上

海话版。编剧赵耀民表示：“这部作品产生了一个经典

人物——王琦瑶，她已进入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人物的

长廊。同时，这个人物，也凝固在了上海文化的永久记

忆里。”从2003年就参与舞台剧《长恨歌》创排的周小

倩，作为此次上海话版导演。

为了让演员们能在台上说一口正宗的“上海闲

话”，此轮演出特邀钱程担任上海话语言指导。在正式

建组前，剧组就组织了多次剧本朗读，演员精心打磨台

词。钱程从上海话的规律讲起，帮助演员们提升台词

发音。同时，他也希望在剧中1949年前的一段戏中，

能把上海话的尖团音运用得多一些，这样更加符合那

个年代人们吐字发音的习惯。他希望喜欢上海文化的

观众都来品一品剧本里的上海味道，同时通过演员演

绎来传播标准的上海话，传承地道的上海地域文化。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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