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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炮弹壳、小提琴和降落伞间成长

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下称

“新版《琵琶行》”）日前在1862时尚中

心这个原先是英国祥生船厂的剧场上

演之前，就显示出它完全不是一出传

统戏码。正如该剧近25年前在三山会

馆首演一样——2000年5月，王仁杰编

剧、梁谷音主演的《琵琶行》（下称“初

版《琵琶行》”）就是中国首部实景昆

剧。

21世纪，我们为何要以600岁的昆

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21世纪，

要如何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

前的唐诗？新版《琵琶行》的导演郑大

圣、主演沈昳丽，以能与国际接轨的大

戏剧观，重构初版《琵琶行》，予人古今

中外东西融合但依然根植于昆剧唱腔

与表演之美的国际化呈现。

代代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

的尝试与解读。约35年前，昆剧名家

梁谷音就隐约觉得著名编剧王仁杰可

以“守正创新”，想让他为自己写一出

戏。为此两人思想碰撞多年。有一

晚，他俩在电话里谈及白居易的《琵琶

行》。梁谷音提议可以改编她十分喜

欢的《琵琶行》，王仁杰觉得“行”，不久

就将88句诗改编成2小时的昆剧。全

剧最终归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

必曾相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

戏，也有人提醒即将退休的梁谷音：

“封箱戏，你要慎重……”唯有爱昆剧

的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十分欣赏这

个剧本。她认为该剧凸显的不是“情

节”而是“情意”，故而选择在有古戏台

的三山会馆，彰显古意与幽雅——这

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剧场演剧形式的

“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昆剧

在百年前时常在有着“出将”（上场门）

与“入相”（下场门）的古戏台上亮相。

2000年5月，初版《琵琶行》首演

14场，场场爆满。当年在现场的还有

帮母亲“打杂”的导演郑大圣——彼时

他刚从海外留学回沪；还有也在现场

跑龙套的梁谷音的学生沈昳丽——当

时他俩还只是认识，并没有想到后来

会结为夫妻，以至于如今复演的“新古

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成为“一个团、

一家门、两代人的守正创新”。

也是音乐剧场
新版《琵琶行》9月初选址于1862

时尚中心，全场始终以可透过玻璃墙

看到的动的上海夜景为“天幕”，创造

出“云深不知处”的恍惚。台上，沈昳

丽扮演的琵琶女倩娘唱着昆曲；远处，

透过玻璃，分明是2024年初秋的夜景

甚至看得清某某银行的霓虹招牌……

艺术，就在这虚实之间荡漾开来。导

演郑大圣说，此次选址，最好是“江

边”：“1862时尚中心本来是船厂，这个

地方，就是《琵琶行》的前四句：‘浔阳

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

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中国戏曲的本质，就是“以歌舞演

故事”，新版《琵琶行》在整体布局上，

就是一个包容了“一桌二椅”戏曲表演

制式的音乐叙事空间。最为奇妙的

是，横抱的琵琶弹奏出的乐音颇像是

同样横抱着演奏的西班牙吉他——而

追根溯源，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有

着5000年历史的阿拉伯乌德琴。

唱响千年共情
秉承初版《琵琶行》的昆曲韵味，

基本靠沈昳丽与黎安的演唱与表演。

可以“创新”的部分，不妨自音乐、配器

抑或舞美等当代审美形式方面突破。

在拍摄前期“定妆照”时，沈昳丽

与黎安在西岸觅得一片“荻花”（亦即

芦苇）为背景，但以影视剧妆面而非戏

曲妆面，拍摄了形象宣传照。但是在

舞台上，两人自然还是严格以戏曲妆

面示人。沈昳丽的唱功了得，身段也

灵活。黎安在初版里扮演白居易的友

人，如今“升格”为“白居易”。

郑大圣导演的手法略略偏向当代

审美、注重观众期待。他时常说：“要

一把建立人物关系。”倩娘与白居易

的关系并无俗套的期待，是“粉丝”与

“精神偶像”的关系。而在当代人的

思维定式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

何必曾相识”似乎成为了“无果的暧

昧”的代名词。白居易与倩娘各有专

才，一位文采卓然，一位擅长琴技，但

人生偶尔交错数次，窥得彼此轨迹的

落差。

全剧戏眼，自是“同是天涯沦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话，被沈

昳丽拆解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白居

易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

衫湿”也被黎安分析得透彻：“诗人的

湿是泪，还可能是悲情之下喝多了的

酒，统统洒在青衫上……”人类共情，

穿越千年，依然可以赢得共鸣。

全剧在沈昳丽演唱的流行歌曲、

黎安的昆腔念白，以及昆剧演员背诵

《琵琶行》全篇的“谢幕曲”中落幕。剧

组，就是要创作一曲好听的歌，呈现一

首好看的诗，传颂一段动人的情——

以国际通用的时尚表达，以根植传统

的昆剧精华。

话剧《同学少年》日

前首演于中国大戏院。

上海比乐中学几个中学

生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参战的真实

往事，跃上了舞台。

由上戏和黄浦文旅

出品的话剧《同学少年》

取材于纪实文学作品

《炮弹壳、小提琴和降落

伞》，演绎了上世纪50

年代初，上海比乐中学

几个中学生放弃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

件，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

战的真事。此事在当年轰动了上海

滩。从表面看，这几个中学生此举有较

多属于年轻人的冲动性质；但从深层和

广处看，则有更多属于新中国的时代特

征和属于上海人的家国情怀。无论是

纪实文学还是这部话剧，观众都能看到

——能歌善舞的来云夏、来云秋姐妹，

学习尖子方晨新，音乐天才肖鲁青等从

中学生成了“上海兵”后，在残酷的朝鲜

战场上也曾不适、也曾害怕、也曾思归，

但他们克服了、坚持了、胜利了。他们

的决心和信念自始至终没有任何退缩

和丝毫动摇。他们的家长有的支持，有

的反对，而反对的理由只是担心其心智

尚未成熟、偷偷报名参军，害怕离家受

苦并有生命危险等等。而家长们保卫

新中国、打败野心狼的心愿则是坚定

的、不可动摇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一

个上海人民踊跃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

典型性事例，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和强烈

的独特性。

该剧主创抓住了事件的核心，聚成

了全剧的主旨，在“人”“家”“国”三者的

关联度上下足了功夫、做强了文章。更

重要的是，该剧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比

乐中学教师胡老师教导孩子们的话语

——老一辈人打仗、流血和牺牲，是为

了让后一辈人安心地学习、舒适地工作

和幸福地生活。此番话不仅彰显了中

国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更昭示了反战思

想与和平理想，使历史感与当代性得以

接通。有理由相信这一永恒的思想性

将在所有抗美援朝题材的文艺创作中，

赢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

话剧《同学少年》以晚年来云秋和

晚年肖鲁青的对话为主线，前者回忆，

后者补充，与当年往事展开了多次时空

交替的呈现。这种戏剧结构并不特别，

但很有效，其好处是把历史戏剧的间离

感与现实主义的代入感来了个兼收并

蓄、使其浑然一体。根据这一戏剧结

构，主创呈现了“片段叙事+整体抒情”

的创演风格。“片段叙事”立足真实，抓

住细节——学校排练、家庭矛盾、战场

行军、慰问演出、救治伤员……随着两

位老人的回忆次第呈现，串联起来，在

断续和连贯中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心路

历程。在“片段叙事”上，主创是节制

的、收敛的，毕竟这里不是一线战场，符

合中学生、文艺兵的身份和经历；同时，

主创又通过战士“小山东”被空袭瞬间

牺牲、方晨新对敌人不敢开枪、来云秋

当护士救护伤员等情节，简洁而又深沉

地突显出战争的残酷性和生命的脆弱

感，从反向和侧向增强了对同学少年决

心和勇气的表达，证明了他们的爱国热

情和斗志豪情绝非一时冲动所致。在

“整体抒情”上，主创则是宽松的、开放

的，在众学生歌舞排练、肖鲁青拉琴为

排长送行、众人吟咏辛弃疾《破阵子》

中，营造了或昂扬、或伤感、或豪放的诗

意。尤其是来氏姐妹用美军降落伞制

成的蓝裙子，既是贯穿全剧的悬念，又

是戏剧情节的高潮，更是整个作品的

“诗眼”。从炮弹壳到小提琴再到降落

伞，从老年来云秋的振臂一挥到群舞的

烘托再到屏幕的渲染，所有人的青春都

在跃动、在闪耀、在成长。在青春气息

和深沉背景的交汇中，主创不失时机地

加入了地域特征和诙谐色彩，使全剧色

彩多样化。比如几家人的餐桌上有可

口的上海菜，父母们的普通话有明显的

上海腔，甚至方伯伯的言行带有不易觉

察的“妻管严”气息，令人会心而又莞

尔。若是在母亲为儿女们寄送的包裹

里点明家乡产品的话，就更好了。

在人物塑造上，该剧的可赞处甚

多。来氏姐妹、方晨新、肖鲁青等个性

鲜明，但共同点是天性纯朴、朝气蓬勃，

是新中国一代青年的爱国精神、青春气

息的典型代表，风华正茂的底蕴是深沉

而活跃的年代感。主创小心翼翼地安

排这批人物，既表现出他们的少年壮

志、热血激情，又展示了他们的年轻幼

稚、敏感纤细，在理想的憧憬和现实的

考验中交替地呈现他们的优缺点，诸如

来云夏的热情与冷静，来云秋的能干与

任性，方晨新的凝重与胆怯、肖鲁青的

才华与傲慢……除了描写他们在战场

中的表现，主创还通过两地——上海城

市和朝鲜战场在生活上的巨大反差，展

示他们的思想情感。诸如一边想象上

海美食一边啃冻土豆，月经初潮的身心

不适和互相慰藉、彼此勉励……观众可

以感受他们在报效祖国、保卫家园的一

致思想和行动中，还有着不同的处境、

各自的心境，从而伴随着他们和而不同

的感情和感悟，注视着他们在战争洗

礼、严酷环境、生命危险、彼此帮助中不

断地得到确认和坚持；欣喜着他们之间

的误会得以消解、友谊不断加深。随着

与家庭、亲人关系的逐渐铺开，几位家

长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尤其是三个母

亲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过程，有动机、

有碰撞、有融洽，最终把对自家儿女的

关爱和对国家的忠诚糅合在一起。

至于该剧不足处，似乎恰在得意之

笔内。前文所叙的时空交替手法因切

换过频且处理较为随意，不免令人有些

许碎片感。还有，来云秋因患阿尔茨海

默病，将肖鲁青错认作已故的丈夫方晨

新。这一设置有意味，但突兀，需铺

垫。比如戏的开场可直接交代肖鲁青

看望来云秋的场景，当被错认之时，肖

鲁青出于善意和感情而未挑明。如此

一来，在两人的对话中出现某些空白和

卡壳现象就能更增戏剧性，也就更有信

服力了。

上海，英雄之城、光荣之城，长期

浸润在红色音符中，国歌《义勇军进

行曲》在此唱响。近日上海一场特殊

而又特别的音乐会，迎来一位远道而

来的客人，他的祖父阿隆 · 阿甫夏洛

穆夫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诸多不解

之缘——作为“中国通”的他，曾在上

海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进行管弦

乐配器；曾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客席指挥。如今，

大卫 · 阿甫夏洛穆夫回到祖父曾经工

作过的故里，执棒祖父曾经执棒过的

交响乐团，共同奉献一场极具纪念意

义的音乐会，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

在这场“隔空对话”的音乐会里，

大卫与祖父阿隆跨时空“相遇”，上下

半场接连呈现祖父三部力作：《北平

胡同》《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

曲》。上半场的两部作品都曾由梅百

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首演，首先登

场亮相的是交响素描《北平胡同》，这

部作品相信很多中国爱乐者都不会

陌生，2017年的时候，余隆总监亲率

上海交响乐团，带着这部作品赴欧洲

巡演。这部作品“中西合璧”充满中

国元素，描绘了阿隆对古老而悠久的

北京城的追忆和想象，上交乐队伴随

着大卫的指挥，在层层递进的中国风

味旋律中，不断穿插着京剧、胡同叫

卖声、熙熙攘攘的街区声等北京城特

有的声音，观众仿佛在这场时空穿梭

中，又回到了当年的北平胡同里。

阿隆 · 阿甫夏洛穆夫的《小提琴

协奏曲》当晚由上交95后首席柳鸣

担当独奏，该作品于1937年夏写于

“四马路菜场”（现今的人民广场福州

路），当时那里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

排练场地，而阿隆则恰好是工部局图

书馆的馆长。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

于他的《钢琴协奏曲》之后，二者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都有着相同的古典式

布局，同时充

斥着众多中国

元素。小提琴

独 有 的 抒 情

性，将这部作

品的中国风味

打造得更为纯

粹和天然，和

《钢琴协奏曲》

相比，少了些

戏 剧 化 的 冲

突，多了些情

感上的共鸣。

柳鸣在演奏中

真情流露，与

乐队配合娴熟，将阿隆的内心独白进

行了原汁原味重现，令人为之动容。

下半场呈现的阿隆 · 阿甫夏洛穆夫

《第二交响曲》，其创作与首演都是在

遥远的美利坚，当时的阿隆已移居美

国，但依旧忘却不了在上海生活的美

好时光。《第二交响曲》相比之前同体

裁的作品又有了新的变化和提升，这

部交响曲非常值得一听，凝结着他对

中国文化的热爱，用音符描绘出了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由黑暗走向光

明的岁月，意境恢宏、色彩清晰，一气

呵成！钹、镲、锣、鼓、响木等中国特

色打击乐器的加入，令这部作品的配

器更为丰富。穿越一个多世纪，跨越

几代人，阿隆 · 阿甫夏洛穆夫与孙子

大卫 · 阿甫夏洛穆夫一生都钟爱中国

文化，阿隆将欧洲的音乐技巧与民族

音乐素材结合在一起，将中国元素的

音乐作品介绍到了世界，他也是第一

位将《义勇军进行曲》进行管弦乐配

器的作曲家，还担任了当时的红色电

影《风云儿女》音乐录音的合唱和乐

队指挥，与当时的中国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

儿女》正式公映，片中的《义勇军进行

曲》鼓舞了当时国人抗日救亡的热

情，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歌。音乐可以跨越时空、跨越语言；

音乐拥有着跨越时代的治愈力和影

响力。两位“阿甫”跨越时空的界限，

在上海再一次“相遇”，这份感动触达

着每一个渴望被理解和抚慰的心灵，

激励着上交乐手、鼓舞着上海的爱乐

者，与这座爱乐之城一同感受时代的

脉搏，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几年前看过这部戏，在上海大剧

院的二楼，人比匾额高的二楼，以一种

俯视的视线看，总觉意犹未尽。该剧

这次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再演。安坐

在戏台的第三排，微微仰头的角度，看

着法源寺的匾额，突然心就这样安静

下来，人世间的烦恼就在幕布拉开后

消失了，我们就这样回到了100多年前

的晚清。

其实那段时光离我们很远了，尤

其是在最近高速发展的这三四十年

里，但是只要你一进入寺庙，你就可以

自由地穿越唐宋，于是晚清也没那么

远了。北京的法源寺，以丁香闻名。

这小小的花，不及牡丹名盛，但是留香

甚远。

法源寺建寺缘起唐太宗悼念北征

辽东阵亡的战士，原名“悯忠寺”，祭奠

忠魂。历经安史之乱、靖康之耻……

还有近代的戊戌变法，也就是这部《北

京法源寺》的主要事件背景。“戊戌六

君子”的谭嗣同的断体就葬在这里。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谭

嗣同，这么立体的形象，就好像是一个

真正活生生的人从历史中走出来，走

到我们的面前，讲述那段历史中的某

个片段，某个细节，也许真实，也许虚

构。康有为在台词中说道：“书里怎么

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呢？历史从来都是

弥彰丛生乱云飞渡。”看不到真实的

历史，但是艺术，尤其是话剧艺术可以

塑造人，构建更直接的冲突，看到更丰

富的人性，为华夏赴死的决心，为弘法

而生的决绝。

全剧有一个很妙的舞台设定，殿

前，是佛堂大雄宝殿前，所以你可以看

到梁启超和谭嗣同因为对佛学的虔

诚，因为思想的相同而结拜；你可以看

到光绪和康有为君臣在佛堂前见面，

总有一种被更高的力量俯视的感觉，

可能是佛也可能是老佛爷；你可以看

见谭嗣同和袁世凯在法华寺的一间课

堂见面，讨论生与死，军人在佛前收起

屠刀，文人却举起表明心迹的剑。这

个殿也是皇帝的养心殿，是慈禧太后

垂帘听政的地方；简单的布景、几把太

师椅，就演化出权力、地位、江山的象

征。

谭嗣同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没有任

何的悬念。所以他在剧中一直明媚示

人，不仅仅眼中有光，他就是光。他博

学多才，对佛学有自己深刻的看法，给

了慈悲更为有力量的诠释；他有勇有

谋，试图说服袁世凯，深夜孤身探访，反

衬出袁世凯的心机和谋划；他写给妻子

的书信，落款坤安，优雅得体，足以想象

举案齐眉的美满；他在狱中放家书，断

父子情，保全家康宁；他劝梁启超“活，

是为传道”。活不易，死也不易。一人

死，众人活，他超越肉身，活成一道光，

留在后世人的心中，他不为自己活，为

中华活，为华夏的振兴活。演员贾一

平这里已经不是演得好不好的议题，他

就是这个角色。同理，袁世凯也是，他

的好名声在戊戌那年的秋天就完结了，

他的挣扎痛苦比一个一心看破红尘而

赴死之人要多得多。他要费尽心思地

活着。

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记住的是简

单的名字，我们在艺术的舞台上看到

的是鲜活的人物、台词，这种欣喜就好

像突然觉得走近了一个个人。《北京法

源寺》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被叫作奶

奶的慈禧，她是一个老迈的母亲，历经

政治的变革，她注定就是一个复杂的

人。不得不说奚美娟老师的声音不怒

自威。袁世凯的形象也更多元，他效

忠的不是个人，而是权力。饰演光绪

的周杰不再是《还珠格格》里的明媚少

年，他身上有想要超越祖辈的雄心，却

也有着有名无权的无奈，有着对于先

进思想的感知力，识良材，敢用人，但

还是稚嫩且过于心急，乱了阵脚。他

的那句“儿皇帝”听得人颤巍巍，舞台

的塑造更立体。

这部戏最让我不解的是音乐，一

句唱词“露华浓”总把人拉回唐代杨玉

环的故事，有机会可以讨教一下导演，

理解她的想法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谭嗣同一身黑色香云纱，走向黑

夜，戏也落了幕，在文创店买了齐白石

水墨的书笺，画了菊花、樱桃和老鼠。

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老先生也曾经借宿

法源寺，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秋天让

他感动，就好像这个白露之前的秋天

让我感动一样。再大的历史背景、再

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要更多关注的

还是个体的人，一个个有着崇高信仰、

致力于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的人的故事。

话剧《同学少年》连接“人”“家”“国”

《北京法源寺》：大写一个人

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以   岁的昆曲
去演绎    年前的唐诗？

◆ 朱 光

——观郑大圣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有感

著名评弹理论家、作家、诗人吴宗

锡虽已仙逝，但他的评弹艺术理论、文

艺创作成果成了后人汲取精髓、获得启

示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为评弹理论的开拓者和新中国

评弹创作及事业的发展者，吴宗锡先生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全面的文艺修

养。他既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又汲取了包括西方文学、音乐在内的世

界文艺精华。他率领评弹界人士整理

《白蛇传》《玉蜻蜓》《描金凤》等一大批

旧脚本，赋予其主题、情节、人物、艺术

上以新时代的气息；他带领大家深入社

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创造了符合时

代社会发展节奏的中篇新形制；他把北

朝诗歌《木兰辞》改写成适合评弹演唱

的《新木兰辞》，促成了“丽调”的新一轮

创新；在他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实践下，

新中国评弹的“整旧”和“创新”成效斐

然，《黛玉葬花》《红纸伞》《党员登记表》

《芦苇青青》《王孝和》等一大批雅俗共

赏、脍炙人口的书目问世，至今依然魅

力不减、常演不衰。

吴宗锡先生的文化成就以评弹理

论的构建——即吴宗锡评弹观最令人

注目。吴宗锡评弹观以中外优秀文学

创作经验及理论为参照，同时高度尊重

评弹艺术的本质规定性，尤其是传统评

弹中所蕴含并放射的中华美学精神，开

创性地完成了对评弹创作欣赏体系的

建构和一系列理论工具的打造。由于

这些开创性的观念和一系列的工具来

自悠久的历史，来自现实的生活，来自

深沉的思考，来自扎实的实践，因此能

以深沉的人民性和民族性、鲜明的文学

性和艺术性、浑厚扎实的现实主义精

神、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在评弹的创

造和接受审美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显

著的能效。我们在其《评弹艺术浅谈》

《评弹散记》《听书谈艺录》等大量论文、

专著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进而可以认为这种先进文艺思想与传

统优秀艺术相结合的精神，能指导几乎

所有的“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更给了

我们如下启示——应自觉地把人民的

需求、时代的需要与自己的文化理想、

艺术追求融为一体，体现为社会主义文

艺的主旋律；应有意识地把彰显某种传

统文艺的特殊魅力与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的共同属性结合起来，体现为文艺

创作和欣赏的多样化；应该把坚持和

维护传统文化精髓及艺术品相与转化

转型为当代的呈现和传播方式辩证结

合，体现为历久弥新、熟悉陌生交汇的

艺术真谛。

吴宗锡先生的成就并不仅限于评

弹领域。他是一位才情高妙、锦心绣笔

的诗人和散文家，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

歌、歌词和动人的散文作品。他的诗歌

如《有一天》《我爱星》《白玉兰》《庐山四

题》精炼优美、含蓄蕴藉，他的散文如

《苏州的桥》《小书房》《我们》《同学老

年》《人性的光束》神采斐然、真情动

人。这些特点在他的论文、译文中常如

星月闪烁、似雨花扑面，令人欣悦感叹、

回味不已。最妙的是，吴宗锡先生能将

自己的理论评论观点与散文杂文创作

融会贯通起来，用精美细腻、雅俗共赏

的文字为各路评弹名家作评价、为大量

评弹书目作鉴赏。前者有对蒋月泉、朱

慧珍、徐丽仙、张鸿生等的艺术风格论，

后者有对开篇《宫怨》作赏析的《红烛冷

衾心怅惘》，对开篇《莺莺操琴》作赏析

的《张弦代语抒愁闷》等等，都不愧是一

篇篇文质俱佳的美文。吴宗锡先生以

其对诗歌、散文、音乐、翻译的多方位涉

猎和取得的全面性成果，融汇于评弹创

作和评论中，把评弹艺术与评弹听众联

结在一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创作与欣

赏的“摆渡人”。

斯人已去犹忆影，海棠花开魂依

旧。吴宗锡先生为中国评弹艺术、“非

遗”两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怀念

着，我们期待着。

——追忆评弹理论家吴宗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