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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庆巫山传来喜

讯院 电影故事片 叶吾爱敦

煌曳 入选在那里举办的第

六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

周展映袁并喜获野评委会特

别表彰冶 殊荣曰 该片制片

人尧 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总经理潘红阳喜获

野优秀制片人冶殊荣遥
叶吾爱敦煌曳是国内首

部聚焦文化圣地敦煌袁聚

焦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冶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尧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和野时代楷模冶敦煌文物保

护利用群体的重大文化题

材影片遥 影片由甘肃省委

宣传部尧甘肃省文物局尧酒
泉市委市政府尧 敦煌研究

院和四川尧江西尧福建尧上

海尧江苏等地有关部门尧单位指导尧支持尧
联合摄制袁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尧甘肃

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承制出品遥
影片叶吾爱敦煌曳精彩展示世界文化

遗产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瑰宝袁 为观众

献上视觉盛宴袁 更以莫高窟人的崇高精

神激励人们以更强的文化自信袁 在民族

复兴大业中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遥 影片致力于艺术转换尧艺术创新袁以
纪录加剧情的独特表达方式袁 将纪录展

现和剧情演绎艺术穿插袁 使宏阔空灵的

艺术视角与真实的自然社会光影水乳交

融遥在角色演员的安排上袁对影片中的樊

锦诗和涉及的其他专业尧艺术尧技术等人

物袁 特邀樊锦诗先生本人和敦煌研究院

众多专家学者尧工作人员真人亮相尧本色

出演袁使影片充满浓郁的经典性尧专业性

魅力和真实强烈的代入感袁 凝成电影美

学的巨大魔力遥
影片自 2023 年 11 月起在全国公

映袁受到广泛好评遥中宣部野学习强国冶平
台刊文评价该片是 野值得主旋律题材拍

摄借鉴的优秀影片冶遥

秦腔妙韵绘文姬
———《蔡文姬》艺术探寻及苏凤丽的卓越表演

在第十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舞台

上，甘肃省秦剧团创排的大型秦腔历史

剧《蔡文姬》展现出了较高的舞台艺术

水准，更因秦腔表演艺术家苏凤丽的卓

越表演加分，吸引了无数戏迷关注的目

光，让《蔡文姬》这部作品在西安大放光

彩，令广大观众难以忘怀。

《蔡文姬》之所以能吸引观众的眼

球，我认为其艺术表达的特色十分鲜

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尧故事充满戏剧性遥 历史与情感

的深度交融。《蔡文姬》立意高远，艺术

视角独特。编剧通过深入研究历史资

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东汉末年

才女蔡文姬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将历史

背景与人物情感紧密结合，进行合理的

艺术加工，展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风貌。《蔡文姬》的创作精雕细琢，尤其

在细腻刻画蔡文姬内心世界方面做足

了功夫。蔡文姬的命运多舛，先在战乱

中与家人离散，后被匈奴掳去，且在异

乡生活多年，但她在身处逆境的时候，

依然始终怀着对故乡的无比热爱与深

切思念。当曹操遣使将她接回中原时，

她一方面心里放不下匈奴丈夫和孩子，

一方面心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汉文化

传承的责任。剧本中的两难的抉择和情

感冲突，把蔡文姬内心的痛苦、无奈和

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感同身受。

此外，剧本还通过蔡文姬与曹操、董祀

等人物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不同人物的

性格特点和政治抱负。雄才大略的曹

操、深情款款的董祀等都在剧本中得到

了生动的展现，使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多

彩，充满了戏剧性。

二尧秦腔韵味十分浓厚遥 秦腔作为

中国戏曲的瑰宝，以其高亢激昂、粗犷

豪放的音乐风格而著称。《蔡文姬》剧中

的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多变，既保留了

秦腔传统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

乐的元素，使其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

需求，为整个作品增色不少。开场的音

乐气势恢宏，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压抑

的氛围，瞬间将观众带入到了那个战乱

纷飞的时代。而在表现蔡文姬内心的情

感时，音乐则变得婉转悠扬，如泣如诉，

让人为之动容。演员们按照独具匠心的

唱腔设计，通过巧妙的换气、拖腔等技

巧，将人物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淋漓尽

致，让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感受到

了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

三尧舞台布景与灯光配合巧妙遥《蔡

文姬》的整体呈现效果令人惊艳。舞台

布景简洁大气，却又不失细节。通过巧

妙的道具和场景转换，展现了不同的地

域风貌和时代氛围，尤其是从匈奴的草

原到中原的庭院，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让

观众身临其境。灯光的运用不仅起到了

照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色彩和亮

度的变化，营造出了不同的情感氛围。

在表现悲伤的场景时，灯光变得暗淡压

抑。在表现喜悦的场景时，灯光则变得

明亮温暖。灯光与剧情的完美配合，进

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四尧角儿激发观众兴趣遥 戏曲是角

儿的艺术，观众看戏的时候往往就是看

角儿。《蔡文姬》的主角是秦腔表演艺术

家苏凤丽，她师从肖派，从传统剧目《火

焰驹》、《铡美案》到创作剧目《锁麟囊》

《八月十五月儿圆》《蔡文姬》，坚持守正

创新，不断探索与实践，从唱腔到表演，

逐渐自成一体，形成了如下“苏氏”艺术

特征。一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继承

秦腔传统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将传统的

表演技巧与现代的表演理念相结合，使

秦腔艺术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又能

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二是注

重情感表达。在表演中全身心地投入到

角色中，将自己的情感与角色的情感融

为一体，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三是

精益求精的态度。苛刻要求自己，不断

打磨和拓展自己的表演，力求做到完美

无缺。四是唱腔旋律优美且富有变化。

唱腔刚柔并济，绵里藏针，韵味十足，高

音处激昂嘹亮，低音处婉转细腻，充分

展现了秦腔唱腔的魅力和苏凤丽个人

的声腔特色。

在《蔡文姬》的表演中，苏凤丽把

“苏氏”艺术特征融入到角色和演出中，

给《蔡文姬》锦上添花，营造出了绝佳的

艺术效果。

形神兼备，塑造人物形象。苏凤丽

在塑造蔡文姬这一角色时，注重从外形

和神态两个方面入手，做到了形神兼

备。在外形上，她的妆容和服饰设计符

合历史背景，身着华丽汉服，头戴流光

溢彩珠翠，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风

范，展现出蔡文姬的气质和风度。在神

态上，她以细腻的表情和灵动眼神变

化，生动地展现了蔡文姬内心的情感起

伏。思念故乡时，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是

深深的眷恋和忧愁。与匈奴丈夫和孩子

分别时，眼中的满含不舍和痛苦。

声情并茂，展现唱腔魅力。苏凤丽的

唱腔是她“苏氏”艺术特征的重要体现。

她的嗓音清脆明亮，韵味醇厚，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在表演中，她根据不同的情节

和人物情感，灵活运用哭腔、拖腔、颤音

等多种唱腔技巧，将蔡文姬的复杂情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别儿》一场戏

中，唱腔如泣如诉，悲切动人，似乎每一

个音符都饱含着蔡文姬对孩子的不舍和

牵挂，让观众在为之落泪的同时，感受到

母爱的深沉和伟大。

细腻入微，刻画内心世界。苏凤丽

在刻画蔡文姬的内心世界方面下足了

功夫。她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将蔡文姬

内心的矛盾、挣扎和抉择展现得淋漓尽

致。比如，面对曹操的征召，蔡文姬一方

面渴望回到故乡，继续传承汉文化。另

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在匈奴的家庭。苏凤

丽通过细微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变化，将

蔡文姬内心的纠结和痛苦表现得十分

到位，不仅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

才女的内心世界，还感受到她所承受的

巨大压力。

甘肃省秦剧团创排的大型秦腔历

史剧《蔡文姬》在第十届中国秦腔艺术

节上的成功演出，展现了甘肃省秦剧团

的实力和水平，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同时让观众感受到了秦腔

艺术的魅力和博大精深。但《蔡文姬》依

然存在一些需要打磨和改进的地方。一

是在剧本方面，我认为还

有打磨的空间，如……较

为深度的融合历史与情

感，使得故事更加真实而

动人。二是曹操对蔡文姬

的情感部分在戏中没有得

到展示。根据历史及相关

传说，曹操对文姬有着深

刻的情感，若能将此作为

暗线在舞台呈现，戏会更

加好看。三是曹操夫人在

舞台上对戏曲的发展没有

任何作用，是一个多余的

人物，要是把曹操的情感

线索加进去，他夫人的这

个人物的设置或许才是合

理的，而且整个戏会更有

戏剧性。

衷心希望甘肃省秦剧

团进一步研讨作品，把《蔡

文姬》打磨成具有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符合历史大背景规律走向

的作品，使之成为立得住、

留得下、传得开的精品力

作。 渊王兆军冤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汉简解密邮书传递与管理———

2000 年前“快递小哥”如何工作？
如今，快递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密不可分。那么 2000 年前在

没有飞机、高铁的汉代，邮件是如何传

送，当时的“快递小哥”又是怎么按时

将物件送达的呢？———答案就藏在历

经千年的简牍之中。

20 世纪 90 年代初，考古人员在

甘肃省敦煌市发现悬泉置遗址，这是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汉代设

立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大批汉

简的出土，不仅为我们还原了丝绸之

路的盛况，也为我们解开了汉代往来

邮件如何送达的秘密。

根据汉简可知，汉代邮驿机构有

置、驿、邮、亭等。其中“置”为郡下最

高的邮驿机构，西汉敦煌郡就设有 9

个置。“驿”是一种与“置”并列的邮

驿机构，但是功能有所区别，“驿”是

以驿马传递为主。置、驿以下最基层

的单位是“亭”，西汉时期悬泉汉简

中经常出现的“亭”就有近 60 个。而

“邮”这一级基层邮驿机构均出现在

东汉的简牍之上。如今的快递小哥当

时被称为“邮人”。

今天，我们能看到一件快递“何时

揽件、何时到达分拣中心、何时送达”

等详细信息。汉代的邮书传递中也有

这样的记录，记录这一类型信息的汉

简叫作邮书刺。刺，是汉代常用的公文

形式之一；邮书刺记载了邮件的传递

去向、数量、种类、始发者、接收者、传

递方式、始发时间、运行时间、中转交

接人等内容，特别是邮件的始发时间

十分重要。

例如在悬泉汉简中共有 44 枚邮

书刺刻齿简，其中有一枚汉简正面：

“出东板檄四：皆太守章，一诣督邮，一

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建平五

年□□辛未日下夕时，悬泉厩御放付

鱼离卒憙。”这枚简的意思是，从悬泉

置向东发出的 4 件官府公开告谕文

书，都有敦煌太守的印。一封送达督

邮，一封送达广至，一封送冥安县，一

封送达渊泉。建平五年某月的辛未日

下夕时，由悬泉厩的名叫放的车夫交

给鱼离置的名叫憙的士卒。此简详细

记载了所发出官府文书的数量，所发

文书的名字、送达地点，发送日期、时

间、交付与收件人等内容。

此外，汉代的邮书刺一般都有“刻

齿”，它的制作通常有两种技法，一种

是先刻出齿痕再将简牍剖分为两半；

另一种是直接在简牍上刻齿，然后剖

分，使得两半简牍的刻齿能够对应上。

刻齿的主要功能是将两枚简牍契合作

为证据，通过刻齿的形状和位置来确

保两片简牍能够准确对应，从而验证

文书的真实性。

我们从汉简记载得知，邮书的种

类有“入书”与“出书”。入书，即悬泉

置接收的邮书；出书，即悬泉置发出

的邮书。不管是入，还是出，均需刻

齿。悬泉汉简中有 20 多枚入书简，有

一枚简上记着“效谷县悬泉佐董永诣

府迎御泉 对尉曹 八月庚子漏下三

刻入”。研究认为，汉代以文中的

“漏”即青铜漏壶为计时工具，把一天

分成 100 刻，这枚简文中的“下三刻”

指的是下午三刻时分。

为了准时将邮件送达目的地，邮

人们又是借助什么工具呢？汉简中多

有“马驰行”“亭次行”“以县次行”等的

记载，这些传递方式都是根据公文信

件的性质、重要程度以及道里长短等

规定的。普通文书由人徒步递送，火速

加急的朝廷诏书和其他紧急文书就需

要快马加鞭一个个驿站接力送达。

不论哪种文书，送达时间都有严

格限制，如超过规定时间，即为“留迟”

“不中程”。根据汉简记载，对邮书的考

核主要是对其是否及时，有无遗失和

保密，封泥是否完好等的检查。邮书封

检完好又按时送达，即为“中程”，本次

邮书传递即告结束；如果邮书失期，即

为“不中程”；邮件丢失、封泥毁坏，均

要逐级追究责任。 据叶人民日报曳

艺 术 广 角

图舆余俞院 悬泉置遗址出土汉
简遥 其中袁图舆为邮书刺刻齿简遥

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野似乎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冶
野每晚和父母一起追剧袁 讨论剧情的同

时听他们讲讲那个年代的故事袁感觉很

温暖冶野小巷人家之间温暖的情感互动

让人羡慕冶噎噎近日袁年代生活剧叶小巷

人家曳引起观众热议遥
叶小巷人家曳在年末成为野爆款冶作

品袁 剧中呈现的生活质感让人印象最

深遥 那些藏在家长里短尧鸡毛蒜皮里的

欢笑尧泪水尧友谊袁野戳中冶无数观众遥 剧

中袁每个家庭都有自身的难题和矛盾袁
但剧集并不夸大和渲染苦难袁 而是用

温暖的尧轻喜剧化的尧底色明亮的手法

进行戏剧表达遥 那些还原生活的情节

背后袁是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连接袁
让观众跟剧中人共鸣尧共情遥

野温润时光流淌的感觉冶让观
众津津乐道

改编自幻想工场作者大米的同名

小说，《小巷人家》由大米担任编剧，张

开宙执导，侯鸿亮任制片人，闫妮、李

光洁、郭晓东、蒋欣、范丞丞、关晓彤、

王安宇领衔主演。

《小巷人家》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同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

小巷里的庄、林两个家庭意外成为邻居，

两家人在社会的变迁中经历生活变迁和

悲欢喜乐，共同书写着这方烟火小巷的

笑泪故事。

凭借细致入微的时代图景刻画、立

体饱满的人物塑造、极具烟火气的日常

呈现，《小巷人家》掀起追剧热潮。让观

众津津乐道的，是该剧“温润时光流淌

的感觉”。有观众认为，该剧是“不一样

的年代剧”。网络上，不少评论称：“专

注于普通人家里的温情，轻松还带点治

愈。”“没有刻意制造矛盾。搞笑幽默的

风格和温馨幸福的生活氛围，看着特别

解压。”

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表示，《小巷

人家》原著为该剧提供了扎实的故事内

核、结构、关键情节、人物关系等，更加

侧重社会变迁和人物成长。接受采访

时，原著作者、同时担任该剧编剧的大

米曾透露，在小说基础上，大大丰富了

生活细节、扩充了人物情感。大米认

为，将人物置于柴米油盐中去行动，年

代就会升腾起烟火气。

如何描摹“那些老日子里温暖的故

事”？有评论认为，该剧“将生活的平凡

场景处理得温暖而有层次，让每一处小

巷、每一个窗口都像是在述说一段旧时

光，带有朴素的怀旧感”。在拍摄手法

上，《小巷人家》采用了大量长镜头和特

写，营造出一种亲切而真实的氛围。剧

中对光线的运用颇具匠心，暖黄色调更

加复古，让观众倍感亲切。同时，服化道

的精心设计也细致还原了时代印记：灰

扑扑的砖瓦、斑驳的红墙、裂开的水泥

地面、随处可见的碎石和落叶，将小巷

的环境还原得十分真实。家中的瓷盆、

蒲扇、缝纫机等老物件，以及凭票排队、

三轮车送嫁、邻里围坐看电视等情景，

勾起不少中年观众的回忆，也让大家重

新审视“家庭”的意义，感受生活的温暖

与美好。

野好妈妈尧好邻居尧好姐妹冶袁共
同写下动人情感线

除了对时代的还原，《小巷人家》的成

功也在于群像塑造的鲜活。剧集最出圈的

两个人物，是闫妮饰演的黄玲与蒋欣饰演

的宋莹。闫妮饰演的黄玲隐忍而勤劳，日

常要忍受丈夫的愚孝、婆家的冷落；蒋欣

饰演的车间女工宋莹，性格泼辣直爽。性

格迥异的她们，完美诠释了观众心目中的

好妈妈、好邻居、好姐妹，共同写下该剧最

为动人的一条情感线。

《小巷人家》写出了黄玲与宋莹的

彼此看见、彼此温暖。黄玲与宋莹因发

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成为互帮互助、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让不少观众在追剧

时感叹“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

这么奇妙”。

剧中，黄玲让宋莹破涕为笑的“破

冰”和她离别后“林黛玉式的大哭”见证

了两位女性之间动人的友情，也是全剧

的高光时刻。闫妮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说，黄玲认识宋莹后变得爱笑了，宋莹让

她懂得了这辈子也要爱自己。

不仅如此，两位女性在孩子教育、家

庭经营、夫妻相处等方面相互“取经”，以

至于两家人分开时，弹幕里全是不舍，网

友纷纷说“以后你们还会是一家人”“她

们精神上的彼此理解与互相支持，拥有

穿透年代的疗愈和温暖力量”。

记者观察院带着回忆的野滤镜冶
重温往昔笑与泪

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电视

剧《人世间》，讲述东北林场故事的《父辈

的荣耀》，描绘火车上人生百态的《南来

北往》，加上曾经大热的作品《父母爱情》

《金婚》以及近期热剧《小巷人家》，年代

剧近年来佳作频频，口碑热度双丰收。

为什么年代剧总能“戳中”观众？这

些作品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首先肯定是情感的共鸣。无论时代如

何进步，人们对亲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

爱、对家族责任的坚持不会改变，真挚而

美好的情感总能给观众带来温情的慰藉。

此外，优秀的年代剧作品，在“真实

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通过细节的描摹，

还原时代印记，唤起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

的观众对旧时光的记忆。不管是《人世间》

还是《小巷人家》，荧屏上泛黄的温暖色调

中，骑车上下班的工人、巷子里嬉闹的孩

子们、藏在一饭一蔬的朴素日常……贴近

生活的场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带着回忆

的“滤镜”重温往昔的笑与泪。

怀旧中沉淀的真实和厚重，或许是

观众对年代剧的喜爱持久不衰的原因。

年代剧将触角深入时代肌理，通过温暖

的现实主义叙事和饱满鲜明的人物群

像，多角度展现平凡生活的真实原貌，那

些涵盖了关于家庭关系、亲情观念、人生

抉择等多个维度的现实话题探讨，可以

穿越年代，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

叶老舅曳叶六姊妹曳叶北上曳
叶樱桃琥珀曳等即将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老舅》《六姊

妹》《北上》《樱桃琥珀》等年代剧新作即

将跟观众见面。

其中，《北上》改编自作家徐则臣获茅

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白鹿、欧豪领衔

主演，该剧讲述运河沿岸的年轻一代正在

快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用

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和社会的故事。

梅婷、陆毅领衔主演，邬君梅、奚美

娟、刘钧、吴倩特别主演的《六姊妹》，描

摹的是何家六姊妹生活全景：六姊妹在

吵闹逗趣中共同拼凑出真实且质朴的日

常，在平实的镜头下讲述家长里短，呈现

彼此的喜怒哀乐和姐妹情深。该剧通过

呈现多子女家庭的故事，展现老中青三

代截然不同的家庭观。

《樱桃琥珀》跟《小巷人家》一样由正

午阳光出品，改编自云住同名小说。该剧

讲述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群孩子的成

长故事，同时穿插着对人生意义的困惑

与探索。 渊莫斯其格冤

年代剧为何总能
“戳中”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