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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翠和天水碧的纱幔，明黄

和琉璃色的服饰……昨今两天，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马兰花剧场

里，具有浓烈中国古韵的水墨画

卷铺陈开来——儿艺亲子说书场

十二生肖系列的第三部《如意记》

正式与小观众见面，带大家共同

经历仙界“熊孩子”小灵蛇如意的

人间故事。有家长看完后，甚至

评价它是“舞台剧版《哪吒2》”，因

为剧中的普贤真人正是哪吒师父

太乙真人的“同事”，灵蛇如意从

懒散叛逆到领会人间真情的成长

经历，也与魔丸哪吒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其实，这些相似元素的出现，

纯属巧合。编剧、导演高珊从去

年7月就开始了剧本创作，她总

结：“中华传统神话本身就具有共

通之处。这些故事始终在教导人

们，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都要

经历挫折、克服困难。”

创作十二生肖系列过程中，

高珊参考了许多民间传说，十二

生肖的传说在中华传统故事中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每一种传说

各不相同却又点到为止，留下了

丰富的想象空间。于是，高珊从

10多个版本的生肖蛇故事中找到

相同的主线并保留下来，再发挥

想象，融合当今孩子们更容易接

受的故事情节，赋予故事更加当

代的表达方式。例如，传说中的

灵蛇是因为犯错被砍断了手脚，

将手脚安在了青蛙的身上，之后

与神龙一同治水，才飞升成了生

肖。砍断手脚的桥段，无论对于

大人还是孩子都太过残忍，于是

高珊采取了从天而降倾泻在灵蛇

身上的纱幔，结合雷鸣闪电隐喻

神罚，产生了震撼的视听效果。

纱幔布匹这类“软装饰”，也

是此次《如意记》舞美的主要元

素，为整部剧渲染出浓烈的水墨

质感。水袖与蛇形髻充分展示了

老祖宗“严选”的审美；属于非遗

技艺的汉唐舞蹈也令观众仿佛身

处仙侠剧之中；以竹笛和二胡为

主的民乐配乐，也让人仿佛置身

童年看过的美影厂经典动画。高

珊介绍：“竹笛，暗指灵蛇生活的

竹林，二胡的琴面也是蛇皮制

成。剧里‘说书人’的桌子则是一

块大石头，也与蛇喜爱在石头缝

里生活的习性相关。”如何演绎灵

蛇，对演员杨馥菱来说，也是极大

的挑战。前半段有手脚的灵蛇，

和失去手脚之后的差别，都需要

她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通过观

察模仿的四脚两栖动物和蛇行动

的方式，她将两种状态的灵蛇如

意饰演得惟妙惟肖。

朱先生和妻子带着3岁小女

儿经常在上海大剧院、上海保利

大剧院等观看儿童剧，这是他们

首次踏入马兰花剧院的大门，

《如意记》给了他们惊喜。是女

士表示他们是冲着中福会的品

牌以及小剧场的互动活动而来，

“没想到这部剧好得让我们意

外。它不同于许多儿童剧主要

是欢乐、有趣，而是蕴含了很深的

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既让孩子

看得明白，又引得我们大人也思

考很多。我们已经订好下周儿艺

的另一场戏《嗨！小石狮》，准备

让马兰花剧场成为以后家庭活动

的‘常驻地’。”

让不同年龄的人看出不一样

的感受，这是高珊创作儿童剧的

目标。“其实初下山的灵蛇，就和

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懵懂天真。孩

子看的是灵蛇的成长，家长看到

的可能是普贤真人教育灵蛇的方

式。以十二生肖为代表的中华传

统文化的智慧如一盏明灯，点亮、

指引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前行。”

看完《如意记》，不少观众还

留在剧院里，跟着非遗老师学剪

纸、学泥塑，做出一只小灵蛇带回

家作为纪念。导演和演员都希

望，这样一则小小的故事，能给大

朋友小朋友都留下一些启发和共

鸣，给所有踏进剧场的人们，多一

个爱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理由。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截至目前，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累计票房已超 110.26亿

元，成为首部进入全球票房榜前

11的亚洲电影。“看嘛看？要吃

也只能我自己吃。香！”影片中，

章鱼将军吃了自己被三昧真火烤

熟的章鱼足，这一幕承包了大家

的笑点。事实上，这可不是“无中

生有”，本报记者邀请上海海洋

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刘

必林教授揭秘头足类动物断腕再

生能力。

“‘章鱼将军’敢烤自己的腕

是完全有底气的。”刘必林笑着

说，“自助铁板烧”的剧情绝非虚

构，章鱼的腕具有强大再生能力。

记者获悉，头足类的断腕再

生是一个高度协调的多层次生物

学过程，涉及干细胞动员、信号通

路协同、表观遗传调控及能量代

谢适应等。那么，在岩浆中烤自

己的腕吃疼不疼？刘必林指出，

尽管无法直接证明头足类断腕时

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疼痛”体验，

但其发达的神经系统、保护性行

为及生理调节机制强烈暗示它们

可能感知到带来的不适。

生活中经常有人分不清楚章

鱼和鱿鱼。实际上，鱿鱼和章鱼

同属于头足类动物。鱿鱼有8只

（4对）腕和2只（1对）触腕，其中

触腕具有伸缩功能，主要用来攫

取食物；章鱼只有8只（4对）腕，

俗称八爪鱼，章鱼的祖先其实也

有触腕的，它们的触腕在漫长的

进化过程中退化掉了。

刘必林给出了区分办法：“鱿

鱼吸盘不是直接和腕足相连，而是

有一个很短小的柄相连，吸盘是游

离的、可以动；章鱼和鱿鱼很大的

区别，就是吸盘是直接连在腕足上

的，没有游离的状态，是没有吸盘

柄的，这一点就可以简单将二者区

分开来。”

从腕足再生角度来看，章鱼

腕足再生依赖局部干细胞库，鱿

鱼腕足再生依赖去分化细胞。章

鱼腕足再生需要几周，鱿鱼腕足

再生需要几个月。“章鱼腕的再生

速率和效率远大于鱿鱼。”刘必林

举例，某些章鱼物种（如真蛸）的

腕足可在4—8周内完成再生，且

再生腕足的功能几乎与原腕足无

异。然而鱿鱼（如皮氏枪乌贼）的

腕足再生需要数月至半年，再生

腕运动能力较原腕足弱。章鱼在

遇到捕食者时会主动断腕，再生

能力是其生存策略的关键；鱿鱼

更依赖喷水推进快速逃生，而非

主动断腕，再生可能主要用于意

外损伤修复。

“头足类的断腕再生尽管机

制尚未完全解析，但其研究为再

生生物学和医学提供了独特视

角。”刘必林表示，头足类腕足再

生能力受到年龄、生活环境、营养

状态、健康状况及环境压力等多

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通

过调控细胞增殖、代谢能力、基因

表达和免疫反应等机制，间接影

响再生效率和质量。理解这些影

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揭示再生生物

学的内在规律，还可为人工养殖、

生态保护及再生医学研究提供重

要参考。

本报记者 郜阳

人 工 智 能 当 然 很 厉

害。不然，不会那样惹人注

目。这不，骗子也盯上了这

块蛋糕——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订

阅号”微信公众号发文：“再

强大的  也无法预测中奖

号码。用  选号和机选本

质是一样的，中奖概率也和

自己选的号码相同，如果有

任何人宣称  可以预测中

奖号码均是骗人的。”文章强

调，中奖号码完全是随机产生

的，  不可能从过去的开奖数

据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规律。

想来也是。不然，人类

很多“游戏”都没法玩了，因

为掌握  工具的人可以轻

易“算出”所有结局，取得压

倒性的优势。在现实生活

中，这往往是以真金白银来

体现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以

铁和血来体现的。如果  

能预测中奖号码，那完全可

以用来预测股市，只要测准

明天的涨跌，就能在股市中

稳操胜券，赚个盆满钵满。

想要获得包赚不赔的秘籍，大概

是人们一直隐伏的“梦想”。武侠小说

中有秘籍，谁能获得，就能天下无敌。

然而，这大概只存在于小说中。股票

市场也永远不乏兜售秘籍和相信秘籍

的，如果真有，那么，兜售秘籍的早就

不卖秘籍了，哪有这个时间啊，直接在

市场上捞钱不香么？如今，这样的“梦

想”有了人工智能这一最新翻版，骗子

抓住的无非还是这样的心理。

强大的人工智能一出，人们大致

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如上所述的“迷

信派”，甚至因为“迷信”而上一些不

那么智能的骗子的当；另一种，则是

用各种方式去“测试”，并因为其表现

出的一些拙劣而沾沾自喜。两种反

应，恐怕都大可不必。前一种可能损

失自己的金钱财力，后一种可能只是

在免费帮着相关公司训练大模型。

曾经，人们一度认为，人工智能不

可能攻克围棋；结果在     年，

       一举战胜了李世石以及所有

的人类棋手。可是，八年来，围棋比赛

还照样在如火如荼进行。棋手，因为

有人工智能，而得到了更好的训练。

所以，人工智能来了，就冷静想一

想，它强在哪里，为我所用就是了。难

道，人类失去自信力了吗？

被观众赞为“舞台剧版《哪吒2》”
中福会儿艺的《如意记》有何特别之处

“章鱼将军”有底气烤自己的腕
科学家揭秘头足类动物断腕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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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大雾

橙色预警信号，监测显示

大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

小于200米的强浓雾。

今天，随着日出和气温上

升，本市能见度逐渐恢

复，白天晴到多云，预计

最高气温可冲上16℃，风

力不大，体感变得温暖。

图为上海佘山国家

森林公园，云雾缭绕，宛

若仙境，蔚为壮观，好似

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卷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