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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开园。“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于2012年开工建设。整个遗址公
园占地约200亩，含九大景观，目前首期已建成遗址保护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大报恩塔等，展示遗址、出土珍贵文
物和佛教文化。图为当日拍摄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明代大报恩寺复原模型。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北风”又起情更浓
复排歌剧《白毛女》再现经典受好评

据新华社 近日，由文化部组织复
排的歌剧《白毛女》在多地巡演，所到
之处均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主创
人员如何让《白毛女》更好地适应这
个时代？年轻演员如何担起再现经
典的重任？已经在中国文艺史上吹
了 70 年的“北风”如何再次点燃了观
众的热情？

找到《白毛女》的根脉
70 年前，《白毛女》在延安首演。

70 年来，《白毛女》多次再版复排，并
且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北风吹》
等旋律伴随几代观众成长。在历次
复排中，几代艺术家塑造出经典的艺
术形象，而在此次复排中，以年轻演
员为主的阵容如何担得起重现经典、
甚至再创经典的重任，是摆在主创人
员面前的难题。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说，
歌剧《白毛女》是 70 年前树立起来的
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要在今天
对这一经典作品更好地继承，最重要
是找到创作的根脉。找到根脉，致敬
传统，这样的原则体现在复排过程中

的方方面面。
舞台上，等待父亲回家过年的喜

儿忙碌在灶台边，贴饼子的手法十分
娴熟，不少观众看后表示，演员的表
现“非常地道”。然而，这一切对于来
自南方的总政歌舞团青年歌唱家、喜
儿的扮演者雷佳来说，曾经是完全陌
生的。

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演绎角色，
主创人员一头扎进了河北农村，与农
民同吃同住，顾不上洗不了澡、上露天
厕所等难处，在正月里感受农民盼年、
过年的心情。包饺子、贴饼子、点豆腐
……农民成了主创人员们的老师，让
他们找到了剧中人物应有的状态。

70年来，还有一条根脉早已内化
于曾参演《白毛女》的老一辈艺术家
心中。“一辈子都跟着《白毛女》”的复
排艺术顾问、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
乔佩娟告诉记者，排演过程中，复排
艺术顾问郭兰英一招一式作出示范
给演员排戏，剧中每一个角色、每一
个动作全部都在她的心里。据主创
人员回忆，郭兰英指导排演的二十多
天时间里，现场经常因为她精彩的示

范响起由衷的掌声。

用民族情感温暖人心
“首演的时候，延安的剧场里没

有乐池，我是坐在观众中指挥的。演
到喜儿哭爹的段落，我哭了，演奏员
都哭了，我听到后面的观众跟着我们
一起哭。这就是根，白毛女回家了，
这样的感情用语言无法形容。”巡演
总指挥、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刘
凤德回忆起在延安的巡演首场演出
仍然激动不已。

复排剧本统筹、中国歌剧舞剧院
原副院长黄奇石评价《白毛女》时表
示，《白毛女》这部戏很奇特，南方北
方观众都喜欢，既能在农村的土台子
上演出，也走进剧院，甚至还走出了
国门。

为什么《白毛女》能达到这样的效
果？专家认为，答案就在于《白毛女》
本身：民族歌剧中特有的民族情感。

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评论家
孙桂林表示，此次歌剧复排注重在音
乐、动作、布景等方面开掘民族情感，
红头绳、贴门神等极具民俗韵味，形

成了很强的代入感和震撼力。
真挚的情感给演员带来了强大

的支撑力。长春站巡演开始前，雷佳
身体非常不适，医生建议她不要参加
演出。演出开始前，Ｂ角演员已经做
好了准备，后台演职人员也以为雷佳
无法参演。然而大幕拉开，主创人员
都惊讶地发现，是雷佳走上了舞台。

雷佳说：“当年白毛女创作集体
的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们，进入剧组
后会被每个人感动，会觉得你的生
命、你的艺术已经不属于你自己，而
是属于这个舞台，属于这个时代，属
于所有观众。”

《白毛女》是未完成的杰作
没有绚丽的灯光，没有奢华的布

景，《白毛女》的舞台简单却不失精
致，始终与剧情发展高度贴合。据中
国歌剧舞剧院舞美设计师金卅透露，
截至长春站巡演，舞美费用仅花费了
100万元左右。

在歌剧《白毛女》的复排过程中，
主创人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理念：在节约舞台置景成本等方面

“有所不为”，而在坚持歌剧的本体
性、保证复排的艺术质量等方面，所
有主创都不遗余力地“有所为”。

一系列“有所为”的成果让人耳
目一新：注重音乐创新，注重过渡音
乐、场景音乐的使用，恢复了一段六
十年代便已创作完成但一直未使用
的大春与喜儿二重唱，把老版本中的
部分对白改成了唱段，还增加了部分
唱段，“我是人”等段落受观众认可
……复排过程中，90 多岁高龄的《白
毛女》创作者贺敬之先生还亲自对改
动进行把握。

从最初 6 幕、5 个小时版本，到 3
个多小时的版本，再到如今4幕、2个
多小时的《白毛女》，相较以往，这次
的复排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说了不
唱，唱了不说。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
团副团长、巡演执行导演朱亚林表
示，现在的观众一点就明白，做出的
改动和删减使作品更精炼。

“《白毛女》好像是一部没有完成
的杰作，70年以来一直在改。至于改
出来的效果，需要时间去检验，需要留
给观众去检验。”黄奇石说。 ■刘硕

据新华社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
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
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
——1978－1985 年发掘报告》于 12
月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当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
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
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
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 15
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
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
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
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
址面积 300 万平方米以上。1978 年
至 1985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
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
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
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
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

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
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
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
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
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
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
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
工作中，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
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
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
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
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齐全、
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
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
翔认为，历经37年、两大阶段的陶寺

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
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
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
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
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
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
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
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指导，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
局等共同主办。研讨会上，多位学界
专家纷纷表示，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还
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论证，对陶
寺文化的来龙去脉做系统性、多学科
的统筹整理。

“重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
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
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
的建设等，都将是下一阶段需要面对
和解决好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宋新潮说。 ■姜潇 王学涛

陶寺遗址发掘报告首发

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据新华社 甘肃省 12 月 16 日启
动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希望借
此对戏曲文化资源进行动态化管
理，推动戏曲的保护与传承。

据悉，此次普查将对剧种名称、
艺术渊源、流传地区、演出团体、代表
人物、生存现状等进行文字、图片等
的调查。工作将于2016年9月完成。

甘肃拥有13个戏曲剧种。除了
京剧、豫剧等4个大剧种外，还有秦
腔、陇剧、甘南藏戏、灵台灯盏头戏
等9个本地戏种。

据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戏曲
式微已成为不争事实。玉垒花灯
戏、陇南影子戏等戏曲没有专业剧

团演出，仅靠民间班社传承，部分小
的地方戏种已经失传。

人才短缺成为戏曲发展的一大
阻碍。甘肃省京剧院院长马勇说，院
团正常运转需要至少130人，但目前
京剧院在职人员只有70人。“人才断
档太严重，旦角只得让男的来演。”

为摸清甘肃戏曲的“家底”，促
进戏曲艺术发展，甘肃省启动了此
次普查。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建
仁说，这是甘肃首次针对专门的艺
术样式进行普查。“希望通过此次普
查进行信息的采集、汇总，进而分
析、研判，通过政府引导等途径加强
保护弘扬。” ■张玉洁

据新华社 记者 12 月 14 日从西
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了解到，西藏古老的“喇嘛玛尼”说
唱艺术抢救性记录工作完成。针对
目前唯一在世的拉萨“喇嘛玛尼”传
承人赤列，文化部门制作完成了详
尽的《口述史文本》《口述片》《实践
片》《综述片》和《宣传片》等图文影
像资料。“喇嘛玛尼”是西藏古老的
民间曲艺说唱艺术之一，说唱者用
唐卡挂图解说佛本生故事和民间人
物故事。这一艺术门类与藏戏一脉
相承，曾经主要流传于拉萨、日喀
则、山南一带，其中最有名的属“拉
萨喇嘛玛尼”。

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负责人阿旺旦增介绍，由于
种种原因，“喇嘛玛尼”说唱曾一度
面临失传的危险，只有今年 76 岁的
赤列老人是目前唯一的西藏自治区
级“喇嘛玛尼”传承人。近年来，文
化部门针对赤列老人开展抢救性记
录工作，截至目前，已全方位记录完
成了老人口中的“文化瑰宝”。

据介绍，此次抢救性记录工作
包括传承人的人生经历、艺术实践
经历、技艺流程与特色等内容，形成
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全媒体资料，
经过数字化加工后，统一纳入非遗
数据库，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非遗传
承过程中“人亡歌息”、“人走艺亡”
现象的发生。 ■许万虎

抢救性记录工作完成

甘肃启动地方戏曲剧种普查

西藏“喇嘛玛尼”说唱艺术濒临失传

据新华社 专门从事文化产品跨
境交易及服务的贸易基地——西安
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日前正式成立。
这一基地将通过线上线下交易，成
为综合型文化产品跨境电子商务中
心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历
史文化互动体验平台。

据了解，西安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以线上电商和线下体验平台为载
体，主要进行文化艺术品拍卖、文物
复仿制品交易等业务，同时进行文
化融资租赁、专业保税仓储、创业孵

化基地等延伸服务，这一平台最终
将成为涵盖文化产品交易、文化产
业发展咨询、文化资金管理等业务
的全产业链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据介绍，这一项目总投资约 6．
6 亿元，一期工程已经建成，三年时
间内将建成以西安为核心辐射整个
西部地区的文化产品交易网络，同
时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成融合国
际文化商品展示和销售功能于一体
的互联网平台。 ■杨一苗

西安建成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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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大气颗粒物（PM）暴
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和肺癌等呼吸
道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但其致病
机理却一直不清楚。我国科学家经
过长期研究，首次阐明了超细颗粒物
诱导气道炎症和粘液高分泌的一种
新机制。

目前，这一成果已在国际权威的
细胞生物学专业期刊——《自噬》杂
志在线发表。

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
院－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
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组研究
人员不久前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观

察发现，只有头发丝 1/500 到 1/100
大小的超细颗粒物能被内吞进入人
体的气道上皮细胞，在细胞内沉积形
成黑暗颗粒，继而诱发炎症反应和粘
液高分泌。

在“细胞自噬”这一细胞的自我
保护行为作用下，细胞会试图通过

“自噬”包裹住这些黑暗颗粒并降解
这些侵入的超细颗粒、无用蛋白质
等。然而，由于这些超细颗粒含有
大量无机碳、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很
难被细胞自噬降解。在一系列复杂
过程下，最终导致了气道炎症和粘
液的大量分泌，最终引发慢性呼吸道

疾病。
这也是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

首次证实细胞自噬行为与雾霾导致
的气道疾病之间的关系。

“反向推导，如果能够阻断细胞
的自噬过程，就能有效降低气道疾
病反应。”课题组负责人、浙江大学
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沈华浩教授
说，如果结果成立，可望为因雾霾导
致的相关呼吸疾病提供全新的治疗
突破点。

目前，研究人员已在小鼠等小动
物模型中，通过阻断细胞自噬行为，成
功论证了这一理论。 ■张乐 韦慧

科学家发表雾霾致病机理研究成果

据新华社 医生提示：感冒患儿
出现一些异常“小动作”，是感冒引起
并发症的信号，其中眼部、耳部疾病
较常见，对此家长不可马虎大意，应
及早带孩子就诊。

“如果患儿总是揉眼睛，眼内分
泌物出现明显增多，应当怀疑结膜
炎。”山西省眼科医院小儿眼科专家
李俊红说。

据介绍，感冒期间幼儿免疫力降
低、流涕咳嗽，此时细菌堆积，容易从
鼻腔进入眼部引发结膜炎。轻度结
膜炎可无症状，出现揉眼、分泌物增
多时病情已有发展，因此及时就诊用
药很关键。

山西省儿童医院儿内科专家
郝国平说，中耳炎也常常借感冒之
机侵犯患儿。中耳发炎时，一些年
纪小的孩子因不能准确表达，多会
情绪烦躁、揪耳朵、捂耳朵。家长
发现这种情况，则要赶紧带孩子到
耳鼻喉科就诊，防止病情发展至中
耳穿孔。

医生提示：护理期间，除了留心
观察孩子的这些异常，还应谨记两
点：一是及时退烧最关键，采用物理
退烧时，要在腋窝等重点部位多擦几
遍，不能一遍了事；二是给孩子擦鼻
涕，不要像成人一般擤鼻涕，防止细
菌从咽鼓管进入中耳。 ■刘翔霄

感冒患儿“小动作”应留心

据新华社 法国农业部 14 日宣
布，分别位于该国西南部多尔多涅
省和朗德省的两家禽类养殖场发生
禽流感疫情。至此，法国近期已有5
个省的15家养殖场确认出现禽流感
疫情。

法国农业部发布的消息说，目
前出现禽流感疫情的15家禽类养殖
场中8家位于多尔多涅省，4家位于
朗德省，另外3家分别位于上维埃纳
省、热尔省和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
已 确 认 的 禽 流 感 病 毒 类 型 包 括
H5N1型、H5N2型和H5N9型。

法国农业部11月25日宣布，多
尔多涅省的一家小型养殖场内发现
H5N1型禽流感，这是法国自2007年

以来首次在家禽中发现 H5N1 型禽
流感病例。

法国卫生部门指出，近期在法国
发现的禽流感病毒全部从禽类身上
测出，不涉及人类感染，且相关病毒
类型均来自欧洲本土，与几年前从亚
洲传入欧洲的禽流感病毒类型不同。

根据欧盟的相关规定，为防止
疫情进一步扩散，上述 15 家养殖场
饲养的家禽及其所产禽蛋都将被销
毁。法国政府还在每家养殖场周围
设立隔离区和监控区，并采取清理、
消毒、限制交易等措施。自法国此
次发生禽流感疫情以来，已有 16 个
国家和地区宣布暂停从法国进口禽
类肉蛋产品。 ■张雪飞

法国15家养殖场出现禽流感

据新华社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微
小的黄金纳米粒子能提升癌症化
疗的效果，并降低化疗对病患的
副作用。

黄金纳米粒子，是黄金的纳米
级颗粒，可用于医学成像技术、肿
瘤检测等。

帝国理工学院下设的国家心
肺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黄金纳
米粒子很容易被人体癌细胞吸
收，他们为这种粒子包上一层化
疗药物后，就可以把它们作为“运
输工具”准确地将化疗药物投放
到癌细胞上。

参与研究的国家心肺研究所
研究人员安德鲁·索利说，化疗药
物直接注入人体后，杀伤癌细胞的
同时，也可能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
胞一同杀灭，产生副作用。利用黄
金纳米颗粒有望实现化疗药物的
精准投送，让其只作用于癌细胞，
不伤及其他细胞。

索利说，之所以选择黄金这种
材质，因为它不会与人体细胞产生
反应，且利用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
能轻易观察到黄金纳米粒子，有助
医生确认它们是否已被投放到癌
细胞上。此外，还可以在体外用红
外线加热已进入癌细胞的黄金纳
米粒子，利用热量从内部杀灭癌细
胞，实现对癌细胞的双重打击。

索利说，这种技术拥有非常不
错的前景，未来有望用于多种癌症
的治疗，不过目前还需要通过大规
模临床试验来验证黄金纳米粒子
的效果。 ■张家伟

黄金纳米粒子有助
提高癌症化疗效果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15日公布《关于推进食品药品安全
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将开展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相关人员
信用等级评价，实现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最大程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据介绍，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分三个阶段：2016年底前，建
立企业及相关人员信用信息档案，
启动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初
步构建信用等级评价机制；2017 年
至2018年期间，初步建成食品药品安
全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和信用分
级分类管理标准，全面推进信用体系
建设；2019年至2020年期间，建立起
国家、省、市、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之
间互联互通的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
息数据库，初步实现对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及相关人员信用分级分类
管理，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意见提出，将建立信用信息目

录及管理制度，规范信用信息收集
与管理的权限、内容、渠道、方式和
方法；构建全国统一的食品药品安
全信用信息数据库，并实现与相关
部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在信息产
生之后７个工作日内，录入食品药
品安全信用信息数据库。

在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方
面，意见明确，根据国家统一标准，
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等级
分为守信（A 级）、基本守信（B 级）、
失信（C级）、严重失信（D级）四级。

意见要求，对于存在严重失信
行为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在加大监管和惩戒力
度的同时，将名单提供给负责实施
联合惩戒的部门，实现联合惩戒和
守信激励。此外，还将加强信用信
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开食品药品
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失信行为、受到
的惩处情况以及诚信守法经营、获
得表彰奖励等信息。 ■王思北

食品药品信用体系建设推进

据新华社 近年来40岁以下关节
炎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为“偶尔
运动族”过度运动、运动不当导致的
运动损伤。专家近日提醒，运动健身
宜循序渐进，切忌“暴饮暴食”。

今年 27 岁的小邹是一家公司
白领，平时很少运动，最近一时兴
起想运动减肥。上周末，他连续 2
天跑步，每天跑步近 10 公里。后
来，他左膝盖红肿，稍微跑动一下
便疼痛难忍。小邹到武汉市中心

医院检查发现，左膝内侧半月板撕
裂，一部分半月板“溜”进关节腔，
需手术修复。

武汉市中心医院骨外科副主任
医师汪阳为小邹实施了关节镜手
术。汪阳分析，长期不运动的人关节
协调性较差，长跑运动量大，关节负
重较大，随时可能发生膝关节受损、
半月板撕裂等损伤。

汪阳介绍，我国膝关节病变发病
率约为 30%，除退行性病变外，多为

过度运动、运动不当等导致的运动性
损伤，其中八成以上为 20 至 40 岁的
中青年患者。

专家提醒，上班族不要因为工作
日没时间锻炼而在周末拼命“补课”，
应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逐渐增加运动
量；提倡游泳、散步等对膝关节损伤
小的运动；尽量避免快跑、负重蹲起
等易损伤关节的运动；运动后如感到
关节、肌肉、韧带不适，应尽快就医。

■黎昌政

“偶尔运动族”关节易损伤

据新华社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员屠呦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于
14日顺利返京。

12 月 10 日，屠呦呦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了瑞典国王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颁发的诺贝尔
奖章和证书。

在瑞典期间，屠呦呦向诺贝尔
博物馆捐赠了个人物品，纪念瓷盘
以及专著《青蒿抗疟研究》，出席了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新闻

发布会，并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发
表了主题演讲《青蒿素——传统中
医给世界的一份礼物》，并呼吁所
有关注疟疾的各方应共同努力，尽
可能地延迟疟疾对青蒿素产生抗
药性。 ■王思北

屠呦呦领取诺贝尔奖回国

据新华社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报
告说，他们研制出一种抗体蛋白，能
成功遏制患有心肌梗塞的实验鼠出
现心力衰竭。

出现急性心肌梗塞后，如果数小
时以后才开始治疗，很多患者会出现
心力衰竭。科学界对出现这种情况
的机制一直不甚理解。

大阪大学副教授谷山义明等人
在美国期刊《高血压》上报告说，实验
动物出现心梗后，心脏内会产生数种
蛋白，其中一种名为“骨膜蛋白 1”。
它会降低细胞之间的结合，细胞结合
度降低的心肌就会出现细胞死亡，发
展成心力衰竭。

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仅与“骨
膜蛋白 1”发生反应并能降低其功
能的抗体蛋白，注射给患有心梗
的实验鼠。研究结果显示，注射
了抗体蛋白的实验鼠，其心脏收
缩能力比注射安慰剂的心梗实验
鼠高出约 15%，且前者的心肌细胞
没有明显衰亡，心脏的重量未出
现改变。

谷山义明表示，人类心脏也能产
生“骨膜蛋白1”，目前心力衰竭的治
疗主要着眼于保护心肌细胞，而没有
重视细胞间的结合。借助上述抗体
蛋白，科研人员有望研制出防范心力
衰竭的新药。 ■蓝建中

日研制出心力衰竭抗体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