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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腔微电影《蔡文姬》荣获第八届

中国戏曲戏剧微电影优秀艺术片奖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艺 术 广 角

2023 年 12 月 27 日，由中国电影

基金会指导，中国戏曲微电影网、北

京乡音乡愁电影院线公司主办的第

八届中国戏曲微电影获奖作品展播

暨颁奖盛典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进

行，由甘肃秦腔艺术剧院、兰州晟景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戏曲

微电影———甘肃秦腔《蔡文姬》，从全

国 300 多部戏曲戏剧电影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第八届中国戏曲戏剧微

电影优秀艺术片奖。

戏曲微电影展映是中国戏曲艺

术、影视科技和新媒体相融合的创新

活动，旨在通过新载体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扩大传统文化在广大群众

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

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在评审过

程中，秦腔《蔡文姬》得到了观众和专

家一致好评。秦腔《蔡文姬》主创主演

阵容十分强大，特邀上海戏剧学院副

教授、一级编剧张泓执笔，著名导演韩

剑英执导，一级作曲郭全民作曲，西安

文理学院教授程长宁配器，中国戏剧

学院教授、一级舞美设计师秦文宝和

一级舞美设计师马旭东担任舞美设

计。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苏凤丽领衔主演，二级演员、全国戏

曲表演领军人才宋少峰、甘肃秦腔艺

术剧院院长马勇以及甘肃秦腔艺术剧

院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倾力打造。该剧

经过 5 年多时间的创作、修改，打破传

统戏剧中“蔡文姬”的印象，深入开掘

人物特性，以古喻今，强调了再续文脉

传承，以极强的艺术展现让一代女文

人蔡文姬再现在今天戏曲舞台之上，

深刻诠释中华文化的伟大内涵。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

的动物。《说文解字》中说：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

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

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

牛”（宋罗愿叶尔雅翼曳），与凤、龟、麒麟

并称“四灵”。

齐白石作为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

画家之一，他的绘画题材广泛，花鸟、

山水、人物无所不能，但笔下却很少涉

及龙。他曾在《白石老人自述》（张次溪

笔录）中说：“二十岁以后，弃斧斤，学

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只有

鳞虫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

也。”齐白石对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

下笔总是慎之又慎，因此，他的作品中

难得一见龙的形象。然而，北京画院收

藏的齐白石《十二属图》中，却有一幅

《云龙》图。

原来，收藏爱好者关蔚山特别喜

欢齐白石的作品，曾一度请齐白石画

一套十二生肖。但齐白石跟他并不熟

稔，就说龙是民间的虚构之物，他没有

见过龙，自己不画未见之物，婉拒了关

蔚山的请求。关蔚山并未放弃，通过画

店每年向齐白石订购两三张画，用了

整整四年时间，最终集齐了一套十二

生肖画。1945 年，齐白石欣然为关蔚

山题写了“十二属图”封面题签。

《十二属图》技法完备，水墨为主，

略施色彩，没骨法、勾勒法兼而用之，

寄寓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云龙

图》中，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

现怒目瞪眼、张牙舞爪、威武勇猛的巨

龙形象，满幅构图，画面的大部分空间

晕染翻滚的乌云，意在烘托龙的活动

氛围。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中闪现而

出，双目圆睁，焦墨点睛；其角其眉，颇

有几分卡通意味；龙须飘逸，龙嘴之

下，一道水光倾泻而下；两只三爪龙

足，上下对角，隐约可见，为画面纾解

了凶猛之气，平添了几分童趣，尽现安

宁和祥瑞之相。整幅作品疏朗简洁，云

烟翻滚，浓淡相间，充分表现出巨龙灵

动活泼的气势和尊荣高贵的神韵。

齐白石以龙为题材的画作极为罕

见，但绝非仅有。早在《十二属图·云

龙》问世之前，齐白石于 1922 年创作

了一幅九尺巨屏《云龙图》。1936 年，

齐白石游蜀期间，亦曾作过一套十二

生肖图，但该套册页现仅存《墨山羊》

一图。

渊周惠斌冤
《一闪一闪亮星星》

浪漫飘雪，《年会不能
停！》道出打工人心声，为
期 38 天的 2023 年贺岁
档（2023 年 11 月 24 日
至 12 月 31 日）在几部跨
年影片的集体发力中落
幕，最终收获了 45 亿元
的总票房。其中《三大队》
以 5.59 亿元成为 2023
年贺岁档的票房冠军，
《一闪一闪亮星星》和《涉
过愤怒的海》分别排在第
二、三名。

跨年影片为 2023年完美收官

38 天内 86 部影片上映，2023 年贺

岁档影片数量之多，创下 5年来新高。卢

米埃影城住总万科店营销主管冯贺楠直

言，往年贺岁档以国产片为主，2023 年还

有《海王 2：失落的王国》《旺卡》《爱乐之

城》等多部进口片。“从类型题材来看，

2023 年贺岁档更加多元化，迎合不同观

众群体需求，既有年轻观众喜欢的《一闪

一闪亮星星》《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

演唱会》，又有《金手指》《潜行》等商业大

片。最终目的，都是想吸引不同的人走进

影院，养成观影习惯。”

国内贺岁档从 1997 年冯小刚电影

《甲方乙方》开始逐步成熟，但近年来，

春节档越来越火爆，成为全年无可争议

的第一大档期，距离春节档一两个月的

贺岁档，影响力慢慢弱化。影评人朱擎

天（笔名野连城易脆冶）坦言，2023 年 12

月大盘一直比较冷清，没有一部票房破

10 亿元的影片。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海

王 2：失落的王国》口碑票房双输。

2023 年最后 3 天，《一闪一闪亮星

星》《年会不能停！》等 7 部新片大轴亮

相，让贺岁档圆满收官。“《一闪一闪亮

星星》可以说是年度现象级营销，如果

没有‘下雪场’活动，跨年这几天的票房

至少要打对折。”朱擎天说，跨年上映的

几部新片票房表现都还不错，助力 2023

年全年票房达到 549 亿元，给 2023 年

收了一个还算漂亮的尾巴，也给 2024

年的电影市场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口碑与仪式感的胜利

《三大队》成为贺岁档票房冠军，是

口碑的胜利，更说明当下观众对优质现

实主义作品的渴求。中国电影学会秘书

长饶曙光分析，该片并非常规警匪片，但

却凭借饱满真实的人物形象和悲壮动人

的故事俘获了观众的心，票房后劲十足。

“今天的中国观众对视听奇观、火爆场面

已经见惯不惊，他们更想看到能和他们

日常生活发生关联的作品、更好的人物

塑造。”他建议从业者，在借鉴美国、香港

类型片经验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现实感，

想方设法与观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发生

关联。

《一闪一闪亮星星》的现象级成功，

充分证明了仪式感在观影中的重要性。

冯贺楠说，12 月 31 日 22 点 13 分，他所

在的影院做了《一闪一闪亮星星》的“跨

年下雪场”活动，220 个座位基本卖光。

跨年时分，影厅飘起人造雪花，观众发出

欢呼，大家互道“新年快乐”，这让冯贺楠

感到有些“小激动”。“活动场能给观众提

供特殊体验，让他们获得更多幸福感。”

他认为，影院在特殊时间节点，针对某部

影片或特殊人群，开展特定活动，对提升

观影人次有积极作用，影院和观众双方

都会“乐此不疲”。

上映仅 4 天的喜剧片《年会不能

停！》，有望成为最近一段时间领跑市场

的最热门影片。该片打出“打工人必看”

旗号，犀利吐槽各种职场现象，目前豆瓣

评分 8.1 分。

冯氏喜剧败走贺岁档

相比之下，冯氏喜剧、港式犯罪片则

在贺岁档遭遇票房滑铁卢。

截至 1 月 3 日中午，冯小刚执导的

电影 《非诚勿扰 3》累计票房刚突破

6000 万元，在一众新片中严重掉队，单

日票房甚至打不过已经上映许久的《三

大队》。冯小刚最终败在了自己一手带火

的贺岁档上，令人唏嘘。影片发布预告

时，马卡龙配色和葛优“高龄”出演爱情

片，就已遭到吐槽声一片，上映后的口碑

更是跌得惨不忍睹。“《非诚勿扰 3》拍得

太敷衍了！广告植入太多，科幻感太低，

大量棚拍带来严重的廉价感。”

老派港产犯罪片表现疲软，难以吸

引如今的观众。《爆裂点》票房不足 1 亿

元，《潜行》《金手指》即便有刘德华、梁朝

伟等明星加持，也没打过《一闪一闪亮星

星》《年会不能停！》。影评人井润成（笔名

野二十二岛主冶）分析，观众对故事和场面

都有一定要求，如果剧本太烂或者动作

戏不出彩，就难以有看点。在他看来，北

上拍片的香港导演应该好好调整思路

了：“要么你在大场面上有一些翻新，要

么剧情或人物上有一些可供观众讨论的

空间。”

渊袁云儿冤

简牍里的中国文化
阴 朱建军

简牍的吉光片羽中记录的是泱泱

中华文明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遥
简牍中蕴含尧保留尧书写尧叙述了辉煌中

华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

事尧真实事件尧智慧光芒遥 新时代袁我们

增强文化自信袁就需要挖掘简牍资源袁
探究书写于简牍之上的文化密码袁用它

阐释中国文化尧中国精神遥

什么是简牍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

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一般来说，

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制的称为

“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札），方形的

称牍（方牍），简和牍合称作“简牍”。人

们因地制宜，南方地区盛产竹，故简牍

多为竹质，西北地区因为竹稀少，人们

就多以松、胡杨和红柳等制作简牍。简

牍一般出土于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

弃水井。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就出现了

简牍。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些竹简木牍

没有被保存下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

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期，除金石外，

简牍帛书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

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适合书

写的纸张被大量用于文字书写，到东晋

时期，简牍才被纸张替代，完成使命，退

出历史舞台。可见，古人们使用简牍的

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

1949年前
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1949 年前所出土的万余枚敦煌汉

简和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边塞屯戍活

动的遗弃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边塞和

各级官府的各类簿籍文书，全方面记录

了当时的屯戍生活。涉及汉代的行政建

制、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

族关系、军事塞防、历史地理等方面，是

研究两汉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

时上万枚汉简也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

路的内涵。

1949 年以前，汉简的发现地主要

是在今甘肃省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行政

辖区内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较重要的

发现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 1907 年英籍匈牙利人探

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北

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 708 枚汉简（把简

牍残片算在内袁 此次所获汉简实际在

3000 枚以上袁 现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

布），习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一经发现立马引起了中

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由此而形成的简牍

学从一开始也如敦煌学一样成为一门国

际性显学。斯坦因把所获敦煌汉简委托

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 1913年出

版了《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考

察中所获中国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继续整理工作。在中

途有中国学者张凤参与，他在 1931 年出

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

1914 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

沙坠简》一书,并在日本出版，该书考释

了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

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

片、帛书等，共近 600 枚。《流沙坠简》

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该书直接跳

跃了国外汉学界的释读阶段，进入到简

牍文献的内容研究。日本著名学者大庭

脩称，该书“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

的一朵鲜花”。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

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

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

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

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第二次是在 1913—1916 年间，斯

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

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 189 枚汉简。

斯坦因的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

家图书馆。

第三次是 1930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

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

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

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 1 万

多枚汉简，习惯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

现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贝格曼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木简的

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

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

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

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

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

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

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赫定

发现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

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

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

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

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

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居延汉简自发现之时起就引发了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自 1930 年自 20

世纪末期近 7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居延

汉简的研究论著数以万计，中国、日本、

韩国等简牍学者参与者众多，从最开始

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以劳干为代表的

中国学者，到以日本大庭脩为代表的海

外简牍学界，直到现在居延汉简仍然是

海内外简牍学界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

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

惊叹的成果，以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为代

表的简牍学界真正是薪火相传。

1949 年以后，甘肃简牍的发现以

1959 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

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渊作者为甘肃

简牍博物馆馆长冤
渊待续冤

贺岁档揽收 45亿《三大队》票房夺冠

给 2024年电影市场开了个好头

述中国“简”

阳朔二年传车亶舆簿

齐白石 画龙

纪录片《文明的交响———莫高窟》获奖
近日，第十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年度盛典在云南临沧举行。由甘肃省

委宣传部、央视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联合

出品，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协拍，

甘肃大河奔腾文化传媒公司承制，秦

川、安秋导演的纪录片《文明的交

响———莫高窟》荣获第十届亚洲微电

影艺术节“文明之光”单元最佳作品，曹

晨、郭乐、肖廷乾荣获最佳摄影奖。

《文明的交响———莫高窟》是《人

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系列

纪录片之一，分上、下两集。上集《文

明的十字路口》生动追溯莫高窟千年

营造历史，下集《吾心归处是敦煌》深

情讲述敦煌文化赓续传承弘扬的动

人故事。 渊白爱华冤

叶蔡文姬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