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艺“看家戏”《茶馆》自 1958 年以来共演出了 700 多场。 左图为 1999 年版《茶馆》演出剧照，右图为今年 6 月的演出剧照。 (均北京人艺供图)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耕海神牛”海洋石油 295交船
由七〇八所设计，将提升我国海管铺设综合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段雪琼 记者许琦
敏） 昨天， 记者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七〇八研究所获悉， 由该所设计、 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为海洋石油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管道挖沟动力定

位工程船 “海洋石油 295” 顺利交船 。
该船投入使用后， 将填补国内专业管道

挖沟动力定位船舶的空白， 提升海管铺

设的综合能力。
“海洋石油 295”是国内首艘自主设

计建造的管道挖沟动力定位工程船，可

谓名副其实的“挖沟神器”，采用全电力

推进，设计先进，装备优良。 该船总长 95
米，型宽 22.6 米，型深 8.6 米，设计吃水

6.2 米，载重量 3700 吨，最大航速 14 节，
并配备了 DP2 级动力定位系统，主要用

于中国渤海及东海海域海底管道挖沟、
膨胀弯安装、清管试压、应急抢修、潜水

作业、ROV 支持、海底电缆敷设等作业，
被用户称为“耕海神牛”。

该船能够搭配主流的自行走式挖沟

机、 非接触式挖沟机、 拖曳喷射式挖沟

机， 这些挖沟机均作为渤海和东海的主

力设备， 挖沟深度最大可达 3.5 米， 挖

沟速度可达 2000 米/天， 首创艏部拖揽

方式， 可实现高精度、 高效率和不同水

深的挖沟作业。 10 月 15 日， 该船顺利

完成了历时 17 天的海试， 各项性能均

达到或优于设计指标。
一直以来， 国内进行海管挖沟作业

时， 大部分使用外租浮吊船舶， 与挖沟

机的匹配性差 ， 租金昂贵 ， 挖 沟 效 率

低， 在近平台作业及渤海管缆复杂海域

作业时， 其锚泊作业对海底设施安全造

成较大威胁。 而 “海洋石油 295” 作为

海底管线挖沟的专业船舶， 可与专业起

重铺管船匹配， 真正实现海底管线挖沟

与铺设同步进行。
在该船设计过程中， 七〇八所专注

环保型海洋工程船舶的自主创新设计，
将功能性实现与节能设计相结合， 在保

证可靠性与经济性基础上， 根据排放控

制发展趋势， 在主机排气和余热利用等

方面首次采用前沿技术， 这将对我国海

洋工程船型和装备技术升级、 性能提升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揭秘“中医不传之秘在剂量”
同济大学研究团队首次证明中药剂量科学性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通讯员黄艾
娇）中华传统医学的用药科学吗？同济大

学一研究团队给出了答案： 不同于西药

高剂量化合物的单一作用， 中药的用药

本质上是低浓度化学品的混合 联 合 作

用，由此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可依据环

境化学品领域近年来 热 门 的 ‘Hormesis
（毒物兴奋效应）’确证中医用药科学性”
这一新观点。近日，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

点实验室林志芬教授团队的这一研究成

果， 在线发表于国际药理毒理顶级学术

期刊《药理学与治疗》，论文题目为《基于

毒物兴奋效应诠释传统中药用药剂量的

科学性》。
中药是中华瑰宝，博大精深。 但是，

由于中医用药复杂， 且药方传承大多基

于药典大致范围和医生个人经验基础，
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客观标准， 一度

使中医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自古

便有“中医不传之秘在剂量”的说法。
而西方传统毒理药理的观点认为，

随着化合物浓度的增加， 化合物对生物

体的毒性抑制作用越大 ， 化合 物 的 剂

量 -效 应 曲 线 呈 现 经 典 的 S 型 曲 线 。
“因为西药大都是高剂量单一的化合物，
因此 ， 西医用药就是依据这一 S 型 曲

线， 科学地确定药物剂量。” 林志芬说。
“Hormesis” 指“毒物兴奋效应”，是

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新观点，它认为，虽然

高浓度化合物对生物体的毒性与 S 型

曲线一致，即发挥毒性抑制作用；但是低

浓度化合物却反而对生物生长存在促进

作用。 “这就好比喝酒。 ”林志芬举例

说 ，“小剂量酒精存在着刺激神经的作

用， 但是高剂量的酒精就会导致酒精中

毒，产生毒性作用。 ”
林志芬解释， 中药的用药本质上就

是大量低浓度化学品的混合联合作用，
因此 ，可 以 从 “Hormesis” 这 一 崭 新 视

角来思考传统中药的用量问题。 中医治

疗不仅重视“治”，更重视“调”，通过“调”
强化“治”的目的。在“治”的过程中，主要

是依据中药的 “以毒攻毒” 原则， 即通

过 “Hormesis” 的抑制作用段曲线加以

作用， 这与 “Hormesis” 的高浓度抑制

密切相关。 事实上， 我国最早的医学典

籍 《黄帝内经》就提出了中药毒性理论，
以“毒”代指中药或中药的峻烈程度。 治

病要用“毒药”，药没有“毒”性就治不了

病，所以中医甚至喜用蝎子、蜈蚣、蟾蜍

等治疗癌症。 而在“调”的过程中，有“免
疫”的思想，需要身体各项机能的提高，
可通过 “Hormesis” 刺激作用曲线段实

现， 这则与 “Hormesis” 的低剂量刺激

密切相关。
业内人士认为， 林志芬研究团队的

这一成果， 对于中药用药存在的一些模

糊和经验定性的问题， 首次作出了定量

清晰的分析 ，从 “Hormesis”角 度 解 读 了

中药的神秘， 由此中医用药可以跟西药

一样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这对未来中

医用药的标准化、 中药的现代化都将起

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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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艺”铸就文化金字招牌
65年来，北京人艺为观众献上一部部优秀作品尽显话剧艺术之美

数十年看尽王府井大街繁华喧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骆驼坦步般的定

力走过岁月，守着大师们留下的艺术宝

藏； 以龙马精神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为
一代代观众献上尽显话剧艺术之美的

作品。大师离去，精魂长存，一部部经典

积淀，一代代大家传承，在话剧爱好者

心中，北京人艺已是圣殿般的存在。
《龙须沟》《茶馆》《雷雨》《狗儿爷涅

槃 》《李白 》，焦菊隐 、曹禺 、老舍 、于是

之、苏民、林兆华……中国话剧史上一

代代熠熠生辉的名字，共同铸就了北京

人艺的金字招牌。 65 年来，这方舞台孕

育了 300 多部优秀剧目，也走出了一代

代话剧界领军人物，在时光变迁中保持

着不随物流、不为境转的文化定力。
“人艺是出经典、出大家的地方，我

们的创作始终反映民族命运和精神面

貌，排出最高水平的戏剧作品是我们的

使命和责任，人艺永远与祖国、与人民、
与时代同在。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道。 如今，人艺每

年约有 30 部戏上演， 一年演出 400 余

场，“票房 3600 万没有问题， 人艺从不

以票房为标准，但这个数字也说明我们

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任鸣说。

在时光变迁中保持艺术定力

“对戏剧作品而言，时间是检验经

典的唯一标准，《茶馆》就是如此。”任鸣

说。 6 月 12 日院庆当天，北京人艺以看

家戏《茶馆》为自己庆生。 自 1958 年以

来共演出了 700 多场，可谓“铁打的《茶
馆》，流水的演员”，每轮演出都成为北

京的一件文化盛事，这次演出更是一票

难求。 为一睹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
吴刚、冯远征等老戏骨的风采，开票日

凌晨 3 点就有观众排队，8 点时从人艺

票务中心门口望去， 已看不到队尾，到
下午 3 点 12 场演出票就一售而空。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戏
剧理论家傅谨看来，这正是观众对一代

代人艺人恪守 “戏比天大 ”的 “治艺精

神”的认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坚

持“育人”和“培艺”是人艺数十年金字

招牌成色不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任鸣执导的新京味儿话剧 《玩家》

结束二轮首演后，观众的普遍反馈是人

艺的年轻人在这部戏里“立”起来了。
剧中饰演冯远征徒弟的闫锐便是

其中之一。 说起人艺精神的传承，闫锐

以“百看不如一演”概括。 他举例说道：
“剧中徒弟第一次见元青花的那场戏，
为了表现真实感，从眼神、表情、停顿到

整体动作，我和冯老师反复排练了无数

次。 舞台合作是最好的教学，年轻人就

是在一次次的碰撞和刺激中潜移默化

地成长起来的。 ”
舞台上演绎新一代“玩家”的同时，

毕业于中戏导演系的闫锐延续演而优

则导的人艺传统，带领人艺青年演员将

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以剧本朗

读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台词是人艺演员

的看家本领，朗读剧本也是人艺一贯的

传统。剧本朗读作为青年导演的舞台实

践，如今已发展成公益演出品牌。
“这是我们的试验田，这部京味儿

浓重的戏不仅符合人艺传统，也有极大

的创作空间。 ”对于这部人艺辗转多年

未搬上舞台的《正红旗下》，闫锐有着特

别的感情。 演出那天，在极简的舞美灯

光下，一众青年演员将八旗子弟的群像

演绎得饱满而深沉。闫锐告诉记者：“以
语言塑造人物形象是最见功力的，希望

观众能看到我们这一辈人的表达。 ”

“高度”来自“厚度”
“看着过瘾！”几乎是每个观众对北

京人艺演出的评价。 一代代艺术家创

造、积累、传承，将剧作的意蕴、导演的

设想， 以人艺特有的韵味在舞台呈现，
形成了深受观众认可的“人艺范儿”。

这样的“人艺范儿”历久不衰，源于

长年积累的“厚度”。北京人艺自建院以

来，办了 8 届学员班以及与中央戏剧学

院合作表演本科班，堪称戏剧界的“黄

埔军校”。今年 8 月，北京人艺迎来第八

届艺术委员会换届。 艺委会成员中，濮
存昕、冯远征、杨立新、梁冠华、吴刚等

都是人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招收的

学员。 傅谨认为，建院时确立了艺委会

制度，剧本和戏剧作品上演之前要经过

艺委会的重重审查，是保证人艺品质的

“标尺”。 数十年人才积累的“厚度”，使
这把“标尺”有着令人羡慕的高度。

今年北京人艺开设了青年演员培

训班，请来前辈艺术家讲课，为毕业于

艺术高校的新人讲授北京人艺传统、舞
台表演技巧，甚至包括军事、心理等各

种专业领域的知识。新任人艺演员队队

长冯远征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培

训，给大家正正三观。 ”他与王斑、王刚

两位副队长还制订了人艺历史上首个

“演员队后台管理制度”，就悬挂于排练

厅“戏比天大”四个大字之下，他希望人

艺心口相传的规矩变成明文昭告的规

定，让规矩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艺 “家风 ”：在发展中
创新、传统中创造

“北京人艺自创建起就坚持民族

化、现实主义、人民性，但人艺不是古玩

店，相反，在发展中创新、传统中创造是

其潜在‘家风’。”任鸣强调，“人艺的‘家
风’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更受到京味

儿文化的滋养”，在继承传统、致敬前辈

的基础上，作为人艺第三代导演，他致

力于将优秀剧目与现代精神理念融合。
任鸣将这一代人艺人的探索归结

为两方面，一是东方戏剧，以《司马迁》
《我们的荆轲》等为代表，在民族化基础

上进一步突出东方美学精神，且不局限

于中国传统戏曲， 更吸收日本能剧、印
度史诗剧等元素；二是融入时代精神的

“新京味儿戏”，让观众直呼“京味儿大

戏又回来了 ”的 《玩家 》便是其中的代

表， 这是任鸣排的第十部京味儿戏，也
是他探索新京味儿迈出的重要一步。

“把假的都砸了，真的就来了。”《玩
家》中这句台词，一语道出古玩界的玄

妙，亦传递深刻的“求真”主题。 除了京

味儿十足的台词，诡谲的反派和寓言故

事为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增添了寓言和

魔幻色彩，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运用

也使该剧极具现代性。
任鸣透露，他的下一部戏仍延续这

种新京味儿风格。“时代不同、艺术观念

不同， 现实主义创作也有不同的面貌，
‘人艺出品’要永葆生命力，就要在‘家

风’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创新人艺风

格。 ”他如是说。
（本报北京 11 月 25 日专电） 加强联系交流 挖掘合作潜力

殷一璀会见塞浦路斯议长

本报讯 （记者孙华）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殷一璀昨天在衡山宾馆会见了塞

浦路斯议长西卢里斯一行。
殷一璀说， 两国自建交以来在双方

核心关切上相互理解支持， 塞浦路斯对

上海市民来说并不陌生。 她向客人介绍

了上海的发展状况， 近 40 年来， 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 ， 上海发展基础 设 施 建

设， 教育、 卫生、 文化等领域都有很大

提高。 上海按照 “四个中心” 和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目标设定和指引

方向发展， 未来将更加干净、 有序、 文

明。 她说， 希望加强两国民间交流， 期

待两国立法机构加强联系。
西卢里斯说， 上海是美丽、 繁荣、

富有活力的城市， 拥有良好环境与有序

规划， 期望同上海挖掘合作领域， 希望

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

文化自信，在合唱声中强烈绽放
中俄合唱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姜方） “俄罗斯中

国文化节之中俄合唱国际研讨 会 ” 日

前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 厅 以 音

乐 会 的 形 式 开 幕 。 “我 听 了 不 下 100
支中国合唱团 ， 通过他们的歌 唱 领 略

了文化自信绽放的声音 ， 其强 烈 程 度

让我这个外国人感到震撼。” 柴可夫斯

基音乐学院室内合唱团艺术总 监 索 洛

耶夫说。

开幕音乐会后， 中俄两国专家代表

连续三天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展中俄合唱

国际研讨会的主体部分，通过“大型合唱

作品的指挥与诠释”“合唱的综合训练方

法与国家合唱指挥领军人才的培养”等

十个专题， 推进双方在合唱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在今晚举行的闭幕音乐会上，包
括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合唱团在内的六支

国内合唱团将亮相贺绿汀音乐厅。

老洋房上演“浸没式”沪剧《雷雨》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昨天， 长

乐 路 一 处 老 洋 房 忽 然 “响 起 一 声 惊

雷”， 鲁贵、 四凤、 繁漪次第登场， 让

沪剧经典 《雷雨》 有了 “浸没式戏剧”
的味道。 这是上海沪剧院为拓展年轻

观众群、 弘扬海派文化举办的 “曼妙

花园会” 第二期活动。 北大在沪校友、
上海多所高校师生、 银行白领等年轻

人在活动中学沪语、 唱沪剧， 体验上

海独特的人文情怀。
虽然曹禺先生的 《雷雨》 原著故

事发生在北方， 可是经由沪剧前辈的

改编， 《雷雨》 在沪剧舞台久演不衰，
有 了 江 南 味 道 ， 成 为 沪 剧 的 “看 家

戏 ”。 而当 《雷雨 》 邂逅上海的 老 洋

房， 有数不清的勾连， 上演时毫无违

和感： 舞台上下不仅同为 “公馆”， 就

连客厅的大玻璃窗、 木制的楼梯， 还

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件， 都十分

相似。 这让上海沪剧院院长、 繁漪饰

演者茅善玉感慨： “演起戏来随意从

容， 让沪剧能在其中自由徜徉。”
与老洋房缘分不浅的不只有 《雷

雨》， 《日出》 《申曲之恋》 《石榴裙

下》 《璇子》 等多出剧目也发生在洋

房里。 茅善玉说： “沪剧从上海的乡

野起家 ， 伴随着上海大都市的 发 展 ，
沪剧前辈走街串巷， 从游乐场、 书场、
茶馆走入剧场。 反映的故事也随之变

成这座城市里的新闻 ， 讲述石 库 门 、
洋房的故事， 慢慢得到了当时都市观

众的欢迎。” 文化需要容器， 需要空间

展示。 而还原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

具、 装潢、 摆设的首席公馆这座老洋

房 ， 正是杜月笙 “三鑫公司 ” 旧 址 ，
也是上海滩文化名人荟萃的 “沙龙”，
京剧大师梅兰芳亦在此演出。

“曼妙花园会” 是上海沪剧院继

面向小朋友开设 “沪语训练营 ” 后 ，
特别针对都市白领学生推出的。 沪剧

院希望在海派风味浓郁的 “花园”， 与

年轻观众尤其是 “新上海人 ” 邂 逅 ，
吸引他们爱上沪剧、 融入上海。

右 图 ： 走 进 老 洋 房 的 沪 剧 经 典

《雷雨》 演出现场。
（上海沪剧院供图）

上海成为新消费试验“桥头堡”
(上接第一版) 去年 1 月， 盒马鲜生首家

门店在上海金桥广场开业， 消费者觉得

很新鲜： 它不像超市， 不像便利店， 不

像餐饮店， 也不像菜市场， 能闯出什么

名堂？
一 年 半 的 运 营 交 出 了 靓 丽 的 成 绩

单：截至今年 9 月 28 日，盒马鲜生已开

出 20 家门店， 其中上海 13 家、 北京 3
家、深圳 1 家、宁波 1 家、杭州 1 家、贵阳

1 家。 侯毅给记者透露了一组数据：凭借

科技层面的创新、 数据驱动的运营方式

和线上线下一体的经营思路， 已实现用

户月购买次数达到 4.5 次， 坪效是传统

超市的 3 倍到 5 倍， 线上订单占比超过

50%，“目前，金桥店、大宁音乐广场店均

已经实现单店盈利。 ”
事实上， 上海一直是新型消费探索

和试验的 “桥 头 堡 ”， 除 了 盒 马 鲜 生 、

猩便利这样的后起之秀， 传统商场在积

极转型的道路上也走得相当超前， 且成

绩 突 出 。 来 自 市 商 务 委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在刚刚过去的 “双 11” 期间 ， 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亮点频现， 上海环球港

客流达 20.35 万人次， 同比去年同期增

长 60.2%； 百联旗下 10 家商场共同参

与线上线下促销活动； 五角场苏宁云店

销量位居全国第二……
“家居市场算是低频消费， 但我们

在半年内新增会员超过 30 万， 这得益

于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 月星集团董

事长丁佐宏告诉记者， 经过前两年的打

磨， 集团已逐步积累起实用的经营大数

据， 月星家居茂在上海成功打造了新消

费 “样板间” 后， 已向常州、 无锡等城

市 “复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研究院研究员、 产业经济项目首席

专家李萌指出， 城市主流人群的新消费

需求呼唤更多新型购物空间和零售新业

态， “购物中心、 购物街区的转型改造

升级， 以及无人商业门店的出现， 都是

一种积极探索。”
来自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三 季 度 ， 本 市 完 成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82757.5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4%，
在零售业态中 ， 无店铺零售额 1463.0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增速高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 个百分点。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百姓获得感为标尺
(上接第一版)
要让数据跑起来， 需要技术和制度

保障。 浙江省先后出台《浙江省公共数据

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省级公共数据共

享清单》，对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与

应用、安全与保障等作出规范，明确行政

机关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办结归档的加

盖可靠电子印章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各级政府机关、行政

服务中心先行开放 57 个省级单位 3600
项数据共享权限。 与此同时，浙江依托政

务服务网开发“综合受理”专用平台、电

子证照库平台、信息共享平台等，为“最

多跑一次”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
“电子化归档是浙江‘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重要支撑， 既有利于将权力装进

可追溯的数据笼子里， 又倒逼各地行政

服 务 中 心 受 理 材 料 电 子 化 和 申 报 在 线

化，推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浙江省

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说，一

系列打破部门数据壁垒、 让数据 “多跑

路”的举措使更多办理事项从“最多跑一

次”升级为“不用跑一次”。

查漏补缺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事项是否贴近

群众，还有哪些环节可以改进提升？ 怎样

才能让老百姓办事更便利？ 这是浙江各

级党政部门领导不断在琢磨的事儿。
今年 3 月，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陈铁雄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到杭州市民中

心，体验不动产登记办理究竟“顺不顺”。
“办一本不动产证，有 15 个环节，群众还

要多次取号排队。 ”换位体验后，陈铁雄

提出了多项意见和建议， 要求国土资源

部门主动加强与住建、 地税部门的沟通

对接，积极整改。 如今，15 个办事环节被

整合为 3 个环节，实现“一次取号、一窗

受理”。 办事群众提交资料后，3 个部门

同时对资料进行审核，60 分钟领证。
这样的“换位体验”和明察暗访，查

漏补缺，令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不

断深化和提高。
4 月 25 日上午，杭州市市长徐立毅

进行暗访， 主动陪同一名在杭务工者到

市民之家公积金窗口办理公积金提取业

务。 因需要开具无房证明，该务工者需要

“多跑两次”。 于是，徐立毅责令相关部门

立即整改。 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

还承担第三方全程监管职能：办得慢，催
着办；办不好，责任部门考评扣分。 该区

群众对行政服务中心满意度达 99.98%。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公共服务中心主

任崔建平身兼中心引导员，她告诉记者：
“我的办公室就在服务中心大厅，有问题

方便及时处理。 为了让群众留有好的第

一印象， 我们把服务窗口前移到群众进

门的那一刻。 ”
据浙江省统计局民调中心最新调查

数据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到政府办事

比以前更方便”，给予满意和比较满意评

价的比例达 86.9%，90.6%。
“‘最多跑一次’是政府主动开展的

一场自我革命， 以政府自身的工作加法

换取群众的负担减法，打通部门壁垒、数
据壁垒、信息壁垒，实现群众、企业办事

顺畅，最大程度释放政府改革善意，最大

程度实现便民利企。 ”浙江省委党校公共

管理教研部主任陶建钟表示，“最多跑一

次”改革，在浙江显现出“有条件、有能力

也一定能实现”的强烈愿望。
（本报杭州 11 月 25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