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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之上，皇帝请出照妖镜，最终

裁决杜丽娘是人非妖，杜家上下皆大

欢喜……伴随着第55出《圆驾》恢弘的

场面落幕，昆剧《牡丹亭》久违地以全

本面貌与观众见面。昨晚，上海昆剧

团55出全本《牡丹亭》三台大戏的演出

在上海大剧院圆满收官。杜丽娘“回

生”后的故事复原了汤显祖笔下更广

阔的社会风貌和更深层的哲学思想，

小到指间，大到战场，汤翁所构建的生

命、理想和人生画卷在台上徐徐展开。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诚如上海

昆剧团团长谷好好所说，全本《牡丹亭》

凝聚着上昆几代人对昆剧事业的执着

和热爱，也是每一个昆曲人的守望和

梦想。业内评论家指出，作为年度沪

上舞台界的盛事，全本《牡丹亭》体现

了上海文艺院团的担当与品格，在对

传统经典深情的凝视之中兼顾传承与

创新，是文化自信与自强的生动展现。

八小时《牡丹亭》成就演
员的蜕变

上本演出前，“柳梦梅”胡维露给

“杜丽娘”罗晨雪端去了一碗“暖心鸡

汤”，“我们戏里相知相爱，戏外也是互

相给彼此加油打气。”罗晨雪笑着对记

者表示。虽然二人此前也曾搭档演出

过《牡丹亭》的折子戏，但两天完成总

计八个小时的三场演出，无论是体力

还是台上人物的塑造都对两位“昆四

班”的青年演员提出了不小的考验。

“《寻梦》里唱到‘最撩人春色是今

年’，我感觉心中的少女又一次觉醒

了，怀抱着对爱情的悸动和憧憬。”在

化妆间，罗晨雪一边卸妆，一边复盘着

台上的演出。虽然在无数次排练中她

早已对唱词和身段烂熟于心，但待到

正式登台，观众的注视和掌声依旧让

她找回了初识杜丽娘的那份新鲜感。

“演不尽的《牡丹亭》，唱不够的杜

丽娘。”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静娴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一次挑梁全本，

罗晨雪真正体悟到了老师的话的含

义。对于闺门旦来说，《牡丹亭》和杜丽

娘一角是绕不开的话题，罗晨雪将“杜

丽娘”称作是她的“根”，从学戏到日后

的登台，角色一路见证了她的成长，而

这一次挑起全本，罗晨雪却感觉像是陪

“杜丽娘”过完了一生，“过去对杜丽娘

的理解集中在她的爱情，但如今会发现

这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在复活之后，

她需要回答现实向她抛出的问题”。

1999年，上昆排演 35出《牡丹

亭》，彼时刚进戏校的胡维露是台下的

“小粉丝”。“表演、舞蹈、音乐，所有的

东西都太美、太震撼了，眼睛根本离不

开舞台。”看完演出，胡维露将岳美缇

和蔡正仁的明信片放在房间的书桌

上，那时的她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

会成为55出《牡丹亭》的主角。胡维

露将演出全本视作一次“再体验”《牡

丹亭》的过程，“折子与折子之间的衔

接改变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表演也

有所变化，需要演员重新审视作品，就

像排一部新戏一样”。

“杜丽娘不急不躁，分寸感极佳，女小

生饰演的柳梦梅则飘逸洒脱。”舞台上成

熟的表演给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主演还是配演

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于院团而言，这

是人才培养巨大的收获。”一边传承，一边

创新，年轻的“杜丽娘”和“柳梦梅”都不约

而同地感慨全本《牡丹亭》之于艺术生涯

沉甸甸的分量，虽曾有过苦恼和迷惘，但

随之打开的“昆曲新世界”正如《游园》中

唱的那番：“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全景式回望历史，亦是对
历史的致敬

新的精神面貌、新的人文解释、新的

表达走向、新的表演方法以及新的舞台

呈现，在全本《牡丹亭》创排之初，导演郭

小男就期待呈现一场传统且不失新意的

“华丽一梦”。长达八个小时的演出如何

避免让观众产生疲劳感是首要的问题，

“三台演出不显得拖沓冗长，导演为此付

出的努力可见一斑”，文艺评论家方家骏

对记者表示：“转台上，三个演区的交替

既加快了换场节奏，也丰富了视觉效

果。”舞台上，表演、音乐、舞美和谐地交

融在一起，方家骏认为全本《牡丹亭》展

现了一种张弛有度的“大美”。

上海昆剧团建团40多年以来，对

《牡丹亭》的修改提高与演绎曾有十余次

之多，在各种版本珠玉在前的情况下，当

代舞台为何需要55出全本《牡丹亭》？

在方家骏看来，直面《牡丹亭》的全貌方

可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彩，“原著中精

妙的文辞、严丝合缝的集唐诗都体现了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不偏颇、不简化、不丢失原著文脉，

《牡丹亭》通过又一次的艺术演绎获得了

正本清源式的回归与重塑。“全景式地呈

现《牡丹亭》，将其置于一个崭新的文化

底版上，是对历史文化的回馈、反哺，也

是一种致敬。”方家骏表示，“经典之所以

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唯美的爱

情传奇，更是因此看到了经典产生的历

史文化环境和其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上海昆剧团55出全本《牡丹亭》昨在上海大剧院圆满落幕

借凝聚数代昆曲人的旖丽一梦
探传统文化精神之源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昨天，由国内知名同行专家担任评

审的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

行榜》和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院专

科声誉排行榜》在上海发布。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位列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

排行榜前五名。全国共100家医院进入

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42个专科

（前10名）榜上有名。

沪上医院在榜上表现不俗：三家医

院（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进入

全国前十；在专科声誉榜上，华山感染、

华山皮肤、华山康复、瑞金内分泌、仁济

消化、九院整外、中山全科、耳鼻喉科医

院耳鼻喉科、复旦儿科医院小儿内科等

九个专科位列全国第一。

最新发布的这份排行榜是复旦大学

医院管理研究所作为独立第三方开展的

公益性项目，也是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

榜连续第13年发布。“虽然不唯排行榜，

但也不能不看排行榜。”“复旦榜”创建者

如是说。

时逢国家医改进入深水区、公立医

院转型发展吹响号角，“复旦榜”风向标

到底给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哪些启示？

全国唯一“全覆盖”医院排
行榜，方便百姓就近“看好病”

发布13年来，两个趋势日益明显：

一是“复旦榜”越来越得到同行认可，将

榜单作为医院间比较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是更多患者根据排行榜来选择医院，

排行榜产生了发布者希望得到的社会

效益。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

春在解读这份榜单时表示，经13年持续

努力，尤其是近年，“复旦榜”的公信力有

目共睹，其与国家大政方针步调一致。

典型如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进程，2017年，我国启动国家医学中

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设置，这对

提升我国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减少患者

跨区域就医、助力分级诊疗具有重要意

义。高解春介绍，当前，“复旦榜”对我国

所有医院（包括部队医院）实行“全覆

盖”，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张“全覆盖”医院

排行榜，有利于患者在全国任何区域找

到心仪的医院、适合的专科就医。

看病不仅看医院，更看专科实力。

截至今年7月，全国已设置的心血管病

医学、癌症医学、老年医学等共12个国

家医学中心，也与“复旦榜”高度吻合。

比如，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是钟南山院士

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王

辰院士工作的中日友好医院，两家的呼

吸科是榜单上的“常胜将军”；国家口腔

医学中心是北大口腔医院、华西口腔医

院和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三家医院的口

腔科在“复旦榜”排行中长期名列前三

位；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扎营”华山医

院、浙大一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今年华山

医院感染科在榜单专科声誉排行中名列

第一，浙大一院紧随其后。

临床能力是根本，临床创
新是医院“创新之魂”

从“三明医改”到“灵魂砍价”，从异

地医保结算到公卫服务均等化，医改十

年，中国以坚定的决心和超凡的勇气，建

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卫生保

障网，居民就医负担逐年减轻。在此大

变革中，“复旦榜”何去何从，又该如何持

续引领潮头？

高解春说，“复旦榜”发布以来，一直

强调学科建设是核心竞争力，这不仅仅

是指科研成果、SCI发表数，更是解决临

床问题的能力。“老百姓从自身‘功利性’

出发，更看重一家医院或一个专科的临

床能力。排行榜给出的直接启示是：临

床能力是根本。”

在他看来，连续四年的国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堪称“国考”指挥棒，不

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而“复旦

榜”的作用就是帮助指挥棒“让医院看懂

自己，也看清别人”。

就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

径，高解春直言，内涵一是学科建设，二

是科学管理。他尤其强调，临床创新是

“医院创新之魂”，应从体制机制、组织实

施、评估体系、激励准入诸方面予以落

实，要有“临床创新有风险，没有创新更

危险”的急迫心情，针对健康领域的重大

问题系统开展基础和临床研究和创新，

达到提高医疗质量、技术能力和人民群

众获得感的理想目标。

一个优秀学科的发展，会
带动一批学科群联动发展

“复旦榜”还给出一条重要启示：一

个优秀学科的发展，可以带动一批学科

群联动发展。公立医院不仅要注重学科

建设，也要注重学科群的建设。比如，华

山医院神经外科很强，会带动神经内科、

影像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相关学科一

起发展；阜外医院的心血管病科优秀，与

之相关的心外科、血管外科、心超等学科

群也表现优异；协和医院有一个全国最

优秀的变态反应科，与之相关的耳鼻喉

科、荨麻疹科、皮肤科水平都提升了。

“一个学科优秀，会带动一批学科一

起前行。而学科群发展了，才能出现顶

尖学科，才能成为国家医学中心。”“复旦

榜”评审专家如是分析。

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发布，上海三家医院进入前十，九个专科位列全国第一

“复旦榜”给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哪些启示

疼痛，正成为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

“隐形刺客”。近日发布的首个《中老年

常见疼痛防治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受访

人群里56.6%的中老年人普遍患有至少

2种常见疼痛。医学专家表示，随着我

国老龄化加剧，疼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

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中国医

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樊碧发教授

表示，长期疼痛得不到有效治疗，非常影

响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以带状疱疹后

神经痛为例，其疼痛涵盖了大部分神经

病理疼痛的表现，例如刀割一样疼痛、针

刺一样疼痛等。

本次调研共2697名50岁及以上的

中老年人参与。结果显示，中老年人认

为常见疼痛排名前四的有：骨骼肌肉疼

痛（颈椎、腰背、椎间盘等，占比80.4%）、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带来的疼痛（占比

53.1%）、头部/颌面部疼痛（占比48.4%）、

带状疱疹相关性疼痛（占比40%）。

在专家看来，调研反映了一些问

题。比如，中老年人普遍低估疼痛的严

重程度，56.6%中老年人普遍患有至少2

种常见疼痛；疼痛发生后，近半数（占比

48.4%）中老年人选择忍痛。

调研报告分析：拖延、辗转多个科

室、很难完全治愈，成为目前具有疼痛困

扰的中老年人群常态。报告显示，

53.1%的中老年拖延就医时间超过 3

天。医学专家称，如果选择3天内就医，

60%治疗后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而3

天后甚至更长时间就医，则有难治愈的

趋势。此外，67.5%的中老年需要辗转

至少2个科室就医，拖得越久，确诊越

难；大多数（95.4%）中老年人就诊后疼

痛问题无法完全治愈。

被动疼痛不如主动管理和预防，但

在这方面，中老年常见疼痛的预防意识

严重不足。“越拖越痛，找不对科室”，这

一点在社区老年疼痛患者中更为典型。

专家们呼吁加大对科学管理、预防

疼痛的关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俞华表示，当前，我国疼痛患者

远超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

万的速度增长。“疼痛不单是病症或疾

病，这背后是人们对待生活质量的选择，

希望以调研报告发布为契机，提高社会

对疼痛管理和预防的认知度、行动力。”

调研显示半数以上中老年人患有至少2种常见疼痛

还有多少老年人在悄悄“忍痛”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记者从昨天
闭幕的第七届生育保健论坛获悉，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教授黄荷凤主编的新书《发育源性疾

病》发布。“该书旨在为学界提供一种新

视角，从生命早期进行预防或干预，以此

从源头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也可以减

少整个社会对疾病的负担。”黄荷凤说。

防控出生缺陷对保障儿童健康、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

育源性疾病》由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浙

江大学医学院等11家单位的36位妇产

科学家、生殖医学家倾力打造。

黄荷凤团队长期致力于母体孕期环

境因素暴露致成人疾病发生机制的研

究。她介绍，早在20世纪90年代，生殖

医学领域便提出“多哈（DOHaD）学说”，

主要内容即人类成年期一些疾病的发

生，如高血压、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和神经精神疾患等，与胎儿时期营养及

发育不良有关。

“除了成人期的生活方式和基因遗

传外，人类生命早期的环境因素，包括精

细胞、卵细胞的状态，营养等也会影响成

人某些疾病的发生风险。”黄荷凤说，从

这个现象来看，慢性病在生命早期就决

定了。此前，黄荷凤就曾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配子源性疾病学说”，即对某些疾

病，卵母细胞在孕前已被打上异常“烙

印”，传递至子代会引发代际遗传。

“目前，很多医学专家似乎更强调女

性对子代的影响，事实上，男性和女性一

样，如果男性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也会导

致后代不健康，甚至会导致胎停、生化妊

娠等后果。”黄荷凤举例，女性在丈夫肥

胖时孕育的孩子和减肥后孕育的孩子健

康情况非常不同。父亲肥胖时孕育的小

孩要特别注意锻炼、饮食等，否则患慢性

病的几率将有所提升。因此，她建议，备

孕夫妻去一次孕前门诊，35岁及以上夫

妻尤需如此，全面评估身体状态，做好健

康管理，在充足的准备下迎接健康的小

生命。

中科院院士黄荷凤新书发布

聚焦人类生命早期健康环境因素

“在他百岁生日前一天发布全集，用这种方式告慰

纪念很有意义。”今天恰逢贺友直百年诞辰，耗时7年

筹备出版的26卷《贺友直全集》昨天在2022上海书展

首发，贺友直夫人谢慧剑在台上感慨：这厚厚一摞是贺

老毕生心血创作的全部作品汇集，也是他一生为连环

画事业付出的总结。

为连环画家出全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尚属首

次。《贺友直全集》收录贺友直从艺50多年已发表、部

分未发表的美术作品，以及文论、书信等文书，时限上

起1949年9月，下迄2016年3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推出。

其中，第1卷至第16卷为连环画卷，收录贺友直个

人创作及与他人合作的连环画200余种，包括深受读

者欢迎喜爱的《山乡巨变》《朝阳沟》《李双双》《白光》

《小二黑结婚》《十五贯》等；第17、18卷是沪甬风俗画

卷，收录贺友直晚年创作的有关沪甬两地的风俗民情

画13种；第19卷至22卷为插图卷；第23、24卷是综合

卷，包括组画、水墨和速写等；第25卷是文论卷；第26

卷是书信年表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侯培东介绍，

《贺友直全集》自启动以来，资料收集和整理是最大难

点，随着收集到的作品日渐增多，项目卷数和类别都大

大增加。这是对贺老艺术成就、艺术思考和艺术精神

的最系统全面总结，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白描艺术再

生创造和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成果，进一步弘扬传承

发展连环画艺术。

首发式上，画家、美术评论家谢春彦以“想念这个

宁波老头”为开场白表达敬意：“贺友直一生是艰苦的、

努力奋斗的、清清白白的，是过去100年中国画史上难

得的人物。他为中国人物画在当代甚至未来建立了一

个体系、一种很难超越的规范，他通过刻苦的自学、深

刻的思考、深入的观察，形成了属于他自己也是属于我

们民族的特殊的艺术语言。”

现代连环画兴起于上海，与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

息息相关，连环画在精神层面上对大众进行鼓舞与引

领，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生活气息浓厚、时

代感强，成为20世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美术奇观。

贺友直正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连环画泰斗，他从事创

作超过五十载，连环画作品两百余种，几代人耳熟能

详。他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从传统艺术中

寻求适合的绘画语言，利用方寸之地，在连环画小小尺

幅中，把白描艺术发展到极致，形成独树一帜的“贺式

白描”手法。

作为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以小见大的文化观察者，

他的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

怀，用作品解答了“艺术为何”的问题，浓缩了时代的喜

怒哀乐，“都是画给人民大众看的”。从连环画、风俗画

到插图、漫画，无不将中国传统白描艺术与现实生活结

合起来，选取捕捉富有表现力的可视形象，蕴含着对描

写对象的真挚情感，在千百万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业内评价，贺友直用“四小”——小动作、小孩儿、

小道具、小动物，“六字要诀”——记得牢、搭得拢，记录

平民烟火、时代变迁、大千世界。贺老身上的平民性、

人文性，与大格局、大视野，形成一生的艺术底色，使之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连环画艺术创作的一座“高峰”。

《贺友直全集》不仅是贺老个人艺术的展现，更是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缩影。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谈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中国

连环画出版重镇，在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创作室就拥有100多名创作人员，人

称“一百零八将”，走出了以贺老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连环画艺术家。“相信全

集的出版，将对唤起人们对连环画艺术的重新认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于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纪念贺友直诞辰100周年》纪念封同期首发，以贺友直手绘头像及其所

创作的《胖嫂》《朝阳沟》《蛐蛐》《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四幅作品为设计元素，极

富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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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唐闻佳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7.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8.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前十

《贺友直全集》收

录贺友直从艺50多年

已发表、部分未发表的

美术作品，系统全面总

结其艺术成就、艺术思

考和艺术精神。

（出版方供图）

由上海昆剧团

创排的全本《牡丹

亭》剧照。

（上海昆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