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于竹

帛———中国简

帛文化》 一书

展示了古代有

代 表 性 的 简

帛。 图①为湖

南马王堆出土

的帛书 《导引

图》。图②为清

华大学藏战国

竹 简 《算 表 》
（局部）。 图③
为睡虎地 4 号

墓出土木牍上

秦 代 士 兵 黑

夫、 惊两兄弟

写给母亲的家

书（局部）。
（均上海

书画出版社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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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为绿水青山付出的青春更美
《青恋》《苦乐村官》等讲述当代青年投身农村建设的电视剧亮相荧屏

“那片山水，那里生活的父老乡亲，
那缕乡愁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

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讲述一批创业

青年克服困难挫折，投身故乡建设的电

视剧《青恋》与《苦乐村官》，眼下正在热

播。 两部电视剧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

愿为绿水青山付出，在当代农村创出一

番事业的年轻人。
将农村的发展与当代青年的个人

奋斗轨迹连接，《青恋》中的“青”既指青

山，也喻青年；“恋”是人与人的相恋，更

是人对乡土的依恋。 剧中主人公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的

指导下， 在家乡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为

风 景 秀 美 的 江 南 小 镇 迎 来 发 展 转 型 。
《苦乐村官》聚焦的是农村扶贫工作，通

过提炼农村生活的点滴，描绘出一位时

尚青年被选为村干部后 ，将家乡从 “懒

汉村”打造为“好汉村”的苦乐经历。
为了真实展现当代中国乡村之美，

两部作品的主创团队都进行了大量的采

风调研工作。 《青恋》主创的足迹遍布浙

江湖州、绍兴、嘉兴等地的几十个乡镇，
在百余个采风点进行走访。为了创作《苦
乐村官》的剧本，有扶贫工作经历的编剧

曹锐曾数次来到甘肃天水麦积山下寻找

最真实的感动。曹锐说：“ 每年都有许多

年轻人舍情、舍亲甚至舍命，投入到农村

的建设之中， 这些为家乡的绿水青山无

悔付出青春的个体值得歌颂。 ”

担负起建设家乡的责任，
既是当代青年的创业故事，更
是成长历练

有剧评人呼唤农村题材电视剧回

归，认为能让观众“过把瘾”的优秀农村

题材作品 ，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不够

多。 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让当代青年

人感知农村之美、让他们走近并亲近农

村生活，也是一种考验。 《青恋》与《苦乐

村官》两部作品则通过和观众身份更为

接近的青年主人公，尝试让观众尤其是

年轻人更快“入戏”。
《青恋 》的主人公林深是一位拥有

创业梦的青年设计师，大学毕业后在大

城市中经营着一家建筑设计公司。 《苦

乐村官》中的万喜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

农民歌手，为了追求音乐梦想他离家五

年。 机缘巧合他们都回到了家乡，或许

一开始并不情愿 ，但是和 《马向阳下乡

记》类似 ，他们对农村生活的心理转变

也成为电视剧的看点。 已经在城里小有

名气的“歌王”万喜，一开始被老支书当

做“名人”给予厚望请回村，他觉得自己

做不了还设法“出逃”，直到村支书急得

摔伤了腿， 万喜才暂时决定留下来，这

种心理上的进进出出引发的戏剧冲突，
也将更多观众引入剧中的乡村世界。

两部电视剧的主人公都和荧屏前

的年轻观众一样， 时不时会遭遇爱情、
事业中的难题，而让他们走出困境的正

是自己的闯劲 、韧劲 ，以及对故乡发展

的信心，对事业的投入。 《青恋》中的林

深一度不得不卖掉城里的婚房还债，这

让他的事业与爱情同时陷入危机。 但正

是因为这次创业危机，让林深得以停下

忙碌的脚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与家

乡的现状。 他发现家乡的绿水青山正在

被并不环保的方式开发， 一番思索后，
他决定竞选村干部，动员乡亲们走绿色

生态农业之路。 《苦乐村官》中原本不想

留在农村的万喜，却因为不甘心老乡受

苦，更不愿看到家乡顶着“懒汉村”的帽

子，最终通过养羊、建育种站、开发旅游

业等一系列手段带领乡亲自主致富。
因为勇敢担负起了那份建设家乡

的责任， 对于剧中两位青年人来说，这

段回归农村的经历 ，既是创业史 ，也是

肩膀上挑起责任，敢于担当勇于付出的

成长史。

绿水青山不仅是环境和
场景，更是电视剧的另一主角

“让年轻人发现乡村之美 ，发现绿

水青山之美是件好事！ ”《青恋》中饰演

林深的演员郭京飞曾如此评价自己的

这部新作。 无论是《青恋》中那个春水碧

于天的“云舍村”，还是《苦乐村官》中那

个不缺时尚青年的“红祥村”，绿水青山

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环境和场景，更是电

视剧的另一主角———两部电视剧所展

现的乡村与农民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

是对生我养我的那一方水土的尊重，是

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
《青恋》以倒叙的手法开篇，全剧第

一幕，林深被问及为什么会放弃在大城

市的事业， 回归家乡当一名村干部时，
他回答：“虽然当时我在大城市打拼创

业，但是我觉得那片山水 ，那里生活的

父老乡亲，那缕乡愁才是我生命中最重

要的部分 ， 我一直想要为家乡做点什

么。 我想是时候回到家乡了。 ”他的这番

话，是现实中许多年轻人对于家乡如何

转变发展方式思考的真实写照。 剧中，
采矿是“云舍村”的重要经济来源，但这

种致富方式却破坏了生态环境。 主人公

努力改变落后发展模式的故事，正是农

村建设从“靠山吃山 ”向 “靠山养山 ”的

观念转变的一则案例。
再看，《苦乐村官》中的“红祥村”因

为天然耕种条件不理想，一些村民便开

始自暴自弃，甚至出现一些只知道伸手

讨救济的懒汉。 之前的村干部曾说：“宁
可干活累死，也不要被懒汉气死。 ”剧中

通过万喜奶奶之口点出了村子富不起

来的症结———不是因为村民穷，而是因

为大家没开窍。 被长辈点醒的万喜，开

始调整思路，带着村民主动致富。 这种

“化被动为主动”的思想转变，则诠释了

不光要在物质上脱贫，更要在精神上脱

贫的理念。
《青恋 》和 《苦乐村官 》不仅通过在

都市生活过的年轻人，将农村的现状以

及城市人眼中的农村样貌呈现给观众，
也折射出我们对乡土 、对环境 、对绿水

青山 、 对如何发展不断更新进步的理

念。 《青恋》的导演马进说：“如果未来农

村 都 能 像 ‘云 舍 村 ’一 样 ，本 乡 人 回 得

来 ， 外乡人留得住 ， 那将是非常美好

的。 ”这些作品中的乡村寄托着创作者

对中国乡村最真挚的期许，也让观众看

到了这些年中国农村经历的发展，以及

这些发展背后的付出与努力。

进入大众视野的简帛，唤醒千年历史
《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呈现记录在竹木和缯帛上的古代文明画卷

人类最早的 “十进制计算器” 是

一堆薄薄的竹简；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

秦代 ， 学堂就有 “九九乘法口 诀 表 ”
启蒙教材； 马王堆出土帛书上有图文

并茂的彗星图和经脉书……穿过数千

年历史隧道， 在纸张发明之前， 记录

在竹木和缯帛上的信息成了古史研究

的重要线索。 最近， 山东博物馆、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合 编 的 《书 于 竹

帛———中国简帛文化》 由上海书画出

版社出版， 展现了 “简帛时代” 的灿

烂文明画卷。
至少从三千 多 年 前 的 商 代 开 始 ，

中国人就将竹木制成的 “简 ” “牍 ”
和丝织品 “帛” 作为书写载体， 尤以

简 、 牍 的 使 用 最 为 广 泛 。 20 世 纪 以

来， 我国西北和江南等地陆续发现大

量战国至汉晋时期的简帛， 它们既是

珍贵文物， 也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印证

历史。 简牍帛书的发现， 大大推动了

人们对历史学、 文献学和文字学等领

域的认识。
《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涵

盖了简帛的制作、书写与出土，以及简

帛所记载的军事法律、社会生活、教育

文化等内容，多为一手资料，汇集了简

帛发掘与研究的成果。 业界评价，这本

书既是了解简牍文物、先秦至魏晋文史

知识的全息读本，亦是“简帛学”走出象

牙塔走向公众的尝试，具有重大学术价

值和普及意义。

简帛记录了古代科技医
学的进步，也彰显了民族智慧

简帛中有文字、图表、绘画等多种

书写形式，更有古文、篆、隶、行、草等书

体，在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
简帛中的文书、数术、医方、食谱、书信

等，则可一窥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中发现的

存世最早的实用算具 《算表》， 今年还

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中国文物

研究所研究员胡平生说， 《算表》 的

先进之处在于它是十进制的， 同样的

十进制算表在 欧 洲 直 到 15 世 纪 才 出

现，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中国古代的

应用数学遥遥领先。 从书中文献图片

可见， 公元前 305 年左右， 利用这套

《算表》 能快速计算 100 以内的任意两

个整数乘除。 《算表》 共有 21 支简，
每支长 43.5 厘米， 宽 1.2 厘米， 其中

4 支 上 端 有 残 缺 。 据 考 证 ， 《算 表 》
上每支简首部都有钻孔并穿线， 每支

简的钻孔上方有一行数字表示 乘 数 ，
下方有 19 行数字用来运算。 第 20 支

简上整齐排列着 20 个钻孔， 每个钻孔

也都有丝线穿 过 ， 第 20 支 简 左 侧 有

19 列 数 字 ， 右 侧 有 一 列 数 字 表 示 乘

数。 这样一来， 加上钻孔， 整部 《算

表》 就构成了 21 行 21 列的 “数字表

格”， 钻孔和丝线用来定位需要计算的

数字和拉动进行运算。
战国至秦汉时期， 中国古人的精

神 生 活 日 益 丰 富 ， 教 育 发 达 。 除 了

《算表 》， 湖南里耶出土的 “九九表 ”
简， 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获得的最

早、 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 距今

已 超 过 2200 年 。 古 代 “九 九 表 ” 的

运 算 顺 序 跟 现 在 刚 好 相 反 ， 从 “九

九 八 十 一 ” 往 前 运 算 。 它 的 出 土 说

明， 早在秦朝， 中国人已熟练掌握乘

法交换律， 并把它用于社会生活所需

的计数中， 这也是当时学堂算术的启

蒙教材。
让学界惊喜的是， 简帛还记录了

中国古代科技、 医学的进步。 湖南马

王堆出土的帛书 《天文气象杂占》 绘

有云、 气、 恒星、 彗星等天文图像约

250 幅 ， 并附有图像的名称 、 解释和

占文； 《导引图》 则图示了呼吸运动

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

法。 古代军事制度同样是简帛记录的

重要内容， 比如汉简 《塞上烽火品约》
一文中， 针对敌人数量、 进攻时间和

方位的不同， 对如何燃放烽火、 升降

预警信号标志作了详细规定。 “若匈

奴在下雨天入侵边塞， 无法点燃烽火

时， 戍卒应立即派人奔跑、 快马疾驰

送达信息。” 有文史专家解读认为， 两

千年前的中国， 对于通过烽火燃放进

行敌情预警， 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和完

善的制度。

让“养在深闺”的简帛真
正活起来，走进公众视野

有学者指出， 简牍帛书的发现，使
中国史、语言文字、法律史等诸多领域

研究有了突破和进展，但目前不少简帛

还停留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有些“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或因其文字难

懂，难以走入寻常百姓家。
可喜的是，出版界、文博界、高校等

做出了积极尝试。 《书于竹帛———中国

简帛文化》一书，正是最近在山东博物

馆举办的中国简帛文化展的导读图录，
该展览共展出从战国、秦、汉至三国、晋
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 850 余件简牍帛

书，将持续至明年 3 月。 在业内人士看

来，无论是全面展示近年来简帛研究最

新成果的展陈互动，还是以图文并茂的

普及读物形式传播，都有助于简帛这类

珍贵的不可再生文物资源真正活起来。

一旦简帛上的故事被更多人理解

认知， 遥不可及的文物就变得可亲可

近。 以睡虎地 4 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为

例，考古专家证实，其内容是战国时期士

兵黑夫、 惊兄弟两人写给家中同胞和母

亲的信， 叙述了他们从军到淮阳一带参

加对楚作战， 请求母亲与兄弟支援衣物

和钱财。据悉，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

家信实物， 其中蕴含着极重要的历史信

息，学界推测，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

来看， 秦国普通士兵可能没有军饷，日
常花销和便衣需家中负担等，他们杀敌

动力或来自战胜后的封爵奖赏等。
“简帛是纸张普及之前中国最主要

的书写载体，在文明传承、民族创新、文
化传播上起着重要作用，也记录了中国

古代社会发展的多个维度。 ”在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绍刚看来，未来

学界的努力方向，正是使简帛进入大众

视野，让更多读者直观感受到，中华文

明曾镌刻的一个个醒目坐标。

用镜头展现“老闵行”新风貌
首届江川摄影艺术大展揭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光影·视界”
首届江川摄影艺术大展日前在闵行区江

川文化馆揭幕， 百余幅获奖摄影作品展

现“老闵行”的新风貌。
江川是一块以机电工业基地为基础

的大型社区，俗称“老闵行”，被誉为上海

城郊首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工业

在江川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四
大金刚”———上海电机厂、 上海汽轮机

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落户于

此， 我国能源装备产业一系列奇迹先后

在此诞生。 本次摄影艺术大展以“厂区”
“社区”“校区”为脉络，将镜头对准“四大

金刚”的一线劳动者工作、学习、生活的

场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中学等校园的

美景以及江川社区居民和谐 生 活 的 画

面，捕捉时代变迁下的江川景象。
“我想拍工业题材很久了，但很难有

进入工厂拍摄的机会。”摄影爱好者钱传

珉凭借作品《咱们工人有力量》获得一等

奖。 该照片拍摄的是上海汽轮机厂铸钢

车间的炼钢场景，“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

拍摄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现场钢花飞溅，
穿着工作服的劳动者彻夜劳作一丝不苟

的画面，令我深深感动。 ”同获一等奖的

吴天明则将目光对准闵浦二桥下的老渡

口，渡船停住了，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

的、走路的市民鱼贯而下，寻常而温馨的

生活场景十分动人。 校园题材的摄影作

品也很多， 郭笑琛以俯拍手法拍摄了闵

行四中的女子垒球队，照片中，身穿红色

队衣的女队员站成一排练习发球， 高高

低低的影子投射在砖红色的 垒 球 场 地

上，映射出美好的青春岁月。
此次摄影艺术大展是 2017 江川文

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作为该艺术节

的另一重头戏 ， “金平之夜 ” 2017 上

海南滨江广场文化节近日在 金 平 路 街

道 举 行 ， 花车巡游 、 风筝表演 、 广 场

舞、 爵士乐、 魔术、 艺术集市等文化活

动在延绵一公里的步行街密集上演， 热

闹非凡。

中外街头艺人同城竞技

第三届上海街头艺人联展举行

街头转角、地铁通道，街头艺人悠扬

婉转的歌声和琴声， 为城市生活增添了

别样的情趣。 “喜庆十九大， 自豪中国

梦———2017 第三届上海街艺联展”近日

在大宁国际广场开幕， 自 10 月 22 日起

至 29 日，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丹麦、
西班牙等九个国家的 80 余位表演者汇

聚申城竞技。
在静安区的静安公园广场、 大宁国

际商业广场、 太阳广场以及长宁区的新

虹桥中心公园、弘基广场、长宁工人文化

宫广场、音乐角、金虹桥商场等表演点，
每天将有 30 多台街头艺人演出轮番上

演，为申城市民送去欢声笑语。上海市演

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 今年首次组

织的街头艺人“才艺评选”，让中外高手

同台切磋技艺，进行艺术交流碰撞。据她

介绍， 2014 年 10 月， 上海首现持证上

岗的街头艺人， 从最初 8 人发展到今年

已逾 120 人， 其中三分之二为 80 后、90
后年轻人，不少为兼职表演，还有外国演

员加入上海街头持证艺人的行列。
近年来， 本土街头艺人的管理不断

规范，队伍不断壮大，剧目质量也不断提

升。 参加此次展演的本土艺人的表演均

可圈可点，作品既富有生活趣味，又极具

中国风味。 “乐友口琴重奏组合”由一

批花甲之年、 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自发

成立，他们经常在静安公园广场、长宁音

乐角表演。 在联展期间，他们将演绎《我
和我的祖国》《老朋友进行曲》等“口琴八

重奏”。当被问及在街上表演是否会不自

在，“乐友” 的老朋友们显得毫不在意，
“相比在剧场演出，街头表演更能直面观

众，对我们而言，交流音乐的同时也是交

朋友的好机会。 ”
不用乐器， 仅用人声就能演绎出层

次丰富、 气势磅礴的音效， 无伴奏合唱

“阿卡贝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此

次登台的阿卡贝拉合唱组合，由一群是

在职的 80 后 、90 后所组成 。 这群年轻

人 选 择 了具有年代感的曲目 ，除了 《红

色娘子军进行曲》外，还有《万泉河水清

又清》等。
在上海 120 名街头艺人中， 有四位

萨克斯艺人。他们既能各自独当一面，又
能组成各种风格的组合。 华俊是其中的

代表，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执着地在

街头演奏他心爱的萨克斯，把优美的音乐

传递给更多观众。 此次，他将带领四人萨

克斯组合演绎气势巍峨的曲目《大中华》。
吉他大联奏，也是每一届举办街艺联展中

的保留节目，深受观众喜爱。 来自五湖四

海的吉他手们，平日里个个都是在街头

独唱独奏的高手， 能演绎各种风格的中

英文歌曲，有的还能创作原创音乐。为了

此次联合展演， 他们特意集体排演了一

首《好运来》，抒发欢欣幸福之情。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由郭京飞、车晓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青恋》近日登陆央视一套。 该剧讲述

了原本在城市工作的青年林深回乡创业的青春励志故事。 图为《青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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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 月 22 日

起 至 29 日 ， 来 自

中国、 美国、 加拿

大、丹麦、西班牙等

九 个 国 家 的 80 余

位表演者汇聚申城

竞技。 图为正在表

演的街头艺人。
慧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