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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许旸

（上接第一版）

由此，所有经该软件计算碳排放的产品，

无需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复检，认证时间从近

半年缩短至最快两周。“对企业来说，省下大

量成本；对国家而言，抢抓了绿色贸易的国际

规则制定权。”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易碳数科正深度参

与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推进的工业数字化

碳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下一步，还将积极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相关平台

建设，让更多中小企业高效、低成本地实现绿

色转型。

攻坚：掌握底层技术核心话语权

两年内，易碳数科从创业之初的6个工

位，一路发展壮大至“包”下了半层楼，企业版

图遍布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

从试水到领跑，易碳数科的成长之路离

不开一个关键年份——2021年。这一年，周

烨告别央企稳定的技术管理岗，开启创业之

路。其底气，源于扎实的论证调研。彼时，绿色

低碳市场渐热，但国产碳量化工业软件仍属

一片空白。

勇闯无人区，易碳数科选择了一条艰难

的路——开发国产工业软件。

当年，中国企业提供的碳排放计算成果

很难与国际标准互认。团队剖析发现，这些企

业常用第三方咨询机构服务。由于机构并未

深度解构产业链，因此很难帮助企业细化至

工序设备级的碳排放核算。

团队进一步剖析碳数据精准量化离不开

的3个核心要素——算法、模型和背景数据

库。他们抓住每一个关键要素进行创新突破。

首先是算法。全球范围内先进软件多采

用通用型算法。易碳数科则以“用户友好”为

切入点，持续在数据处理上下功夫，降低使用

门槛，便于后期市场推广。

模型方面，则率先试水碳排放测算需求

较大的钢铁行业，并将该产业涉及的上千个

流程环节拆解成最小单元，让每步工艺的碳

足迹都清晰可测。

背景数据库是易碳数科攻克的另一个

“卡脖子”难题。以一度电换算成的二氧化碳

当量（一种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

度单位）为例，易碳数科构建起国内背景数据

库。“如果无法形成自主创新的背景数据库，

就无法掌握国际谈判的主动权，企业为绿色

低碳转型作出的种种努力也很难精确衡量。”

周烨这样注解。

当一步步脚踏实地实践后，易碳数科与

海外软件巨头的差距逐渐缩小。如今，它已稳

稳拿下国内钢铁市场碳量化的半壁江山，从

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产业起步，并将模型创新

拓展至有色、动力电池、汽车、工业品、光伏、

纺织等产业，深耕细分领域、做大市场蛋糕。

同时，它还依托企业内部的研究院，超前布

局研发力量，期待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

先机。

开源：共享共用做优背景数据库

绿色实践中，更多主体意识到建立更具

公信力的背景数据库，事关公平公正的绿色

贸易秩序。

周烨认为，数据库的构建，无法依靠一家

之力。“数据越用越多，算法越用越成熟，建设

数据库需要各领域行家里手的共同参与。”他

透露，面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第三方

咨询机构，易碳数科今年正计划以更低成本

开放产品和服务。

此举背后有两重深意。其一，与海外软件

巨头同台竞技，共同拼抢国内高校、研究机构

的市场。其二，以软件为抓手，实现产学研高

效联动，让高校更好地为绿色低碳产业培育

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碳量化方向的人才缺口

约1万人。用人市场的求贤若渴，源于高校

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未能匹配现实需求。

“许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中，仅有环境相关专

业与碳量化方向关联度较高。”周烨也留意

到，国内部分顶尖高校已率先试水，针对现

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他期待，未

来有更多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加强人才队伍

培养，在产学研、市场端形成合力，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

攻克“卡脖子”助企业算准碳足迹

（上接第一版）那天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

《望道》正式公映后会带家人一起看，“孩子

们都是中国人，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能

帮他们建立民族认同感，我也想借作品让

孩子们更了解爸爸的工作。”他说，能用“真

理的味道”写下作品簿里重要一笔，这对演

员无疑是最好的人生纪念。

一份不一样的嘱托

2021年初，某种意义上刘烨的“入学”节

点。演员要在巍巍学府留下的丰富史料、档

案中徜徉，在同一片天空下感受历史的风，

像个“新生”一般学习角色、走近角色。就是

在复旦大学当“新生”的日子，刘烨意识到一

位在民族史上拥有姓名的人物，他在后人心

目中伫立的真切感远超自己的经验。

那段时间，导演侯咏已经设计出了陈

望道在山头打拳而获得灵感的桥段，剧组

找到上海体育学院一位研究中国功夫的教

授查找资料，再参考义乌当地的民间拳法，

编排了一套尽量还原当年江浙一带民间习

武之人的拳谱。复旦大学给剧组提供场地，

刘烨每天阅读完资料，就跟着教授学打拳。

练了四五天后，刘烨面前忽然站定了一位

学生，那是每天负责给场地开门的00后。年

轻人知道刘烨即将出演陈望道，激动又严

肃地说：“非常感谢您出演我们的老校长，

希望您能够好好地把老校长展现出来。”

说这话的00后眼里闪着真挚的光。虽

然很难武断地认定哪个瞬间对演员塑造角

色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对刘烨来说，这份不

一样的嘱托在他心里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可能没那么宏大叙事，但就是一个人、一

个学生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当一个

演员的表演关系着一个人、一群人内心的

深厚情谊，这是表演者的价值和责任。并不

是表演空间变大了，而是我在表演上更不

能掉以轻心”。

复旦的历届师生都感念老校长，刘烨

说，其实望道先生对学生也从来念兹在兹。

翻阅资料时他发现，陈望道生前大多数的

照片都是不苟言笑的，坚定、严谨、忧思忡

忡等都是他常见的表情，唯独跟学生在一

起时，他笑得特别多、特别富有感染力。“有

张照片，望道先生在前面仰天大笑，身后的

孩子们满脸阳光灿烂。和学生在一起的望

道先生始终纯真纯粹，这又是我表演上的

一重支点。”后来，刘烨特意跑去望道先生

的铜像前献上一束鲜花。“复旦大学校园里

有条以陈望道先生名字命名的路——望道

路，那里有他的铜像，先生以这样一种方式

静静注视着今天。”

“望道”的馈赠

再度出演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刘烨内心庆幸与忐忑都有。

他庆幸自己有机会塑造一个在以往影

视作品里不曾被深入挖掘、不曾被“定型”的

先辈，“对青年毛泽东，创作者甚至观众都有

固有印象，但对陈望道，普通观众没有‘先入

为主’的一些认知，我占了先机”；但很直观

的难题是，他和人物在外形上的相似度并

不高。尤其在复旦大学校史馆参观，一张照

片深深撼动了他。照片上的背景是在陈望

道抵达重庆后，彼时，他募捐创办了复旦大

学新闻馆，与学生在建筑前有张合影，“先生

的样子瘦骨嶙峋的，头顶上正好有束光照下

来，更显得眼窝深陷，看不到双眼”。

那会儿，身高1.87米的刘烨体重160

多斤。为追求更多形似，他给自己立了规

矩，从开机倒计时起就每天运动减脂，整个

拍摄期也要坚持跑步。正式开机，他减到了

152斤；在剧组的每天，跑步都是他雷打不

动的日程，5公里、7公里，最多一天在收工

后跑了11公里。演员日渐清瘦，导演觉得，

是时候准备重庆大轰炸期间的戏了，那阶

段回溯陈望道抱病筹办复旦新闻馆的日

子，最艰难的时候先生还坚持给学生上课。

刘烨跟导演提出，自己可以加强运动、配合

饮食控制再突击几天，争取更瘦。几天后，

140斤出头的刘烨站到导演面前。

形似能借外力、借努力，神似可能更考

验演员的功力。全片的灵魂一幕“真理的味

道”，不少人乐意听刘烨分享他在片场主张

用真墨汁并且连吃23只粽子的经历。演员本

人坦言，其间固然蕴含创作者们精益求精的

匠心，其实也有不断调整表演方式、状态的

过程。“普通人可能提到陈望道，提到翻译

《共产党宣言》，都会对墨汁当糖的佳话津

津乐道，都知道体现着人物浑然忘我的境

界、体现着这一幕即将对未来中国产生深

远影响的重大意义。”刘烨说，起初有几遍，

他一边琢磨这幕如何重中之重，一边投入

表演，效果都不理想，“因为表演不是演‘意

义’”，表演应该是真实自然生活的再现。想

明白道理，他把自己放平到“人”的放松自如

的状态，再看监视器里回放，感觉就对了。

《望道》已正式交付观众，但拍摄时有

些“馈赠”留下来了。刘烨说很神奇，拍完

《望道》已两年，他的体重一直保持在150

斤左右；更重要的是，留存了对表演艺术的

又一层真感悟。

演员的骄傲与“羞赧”

极限减重，吃真墨汁，在上海的初春时

节淋雨一整天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

犯了……这还仅仅是《望道》的片场札记。

2021年，讲述时代楷模王继才的影片

《守岛人》为刘烨捧回他演艺生涯第二座金

鸡奖杯、也是第一个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荣誉。

塑造守岛人，演员跑去开山岛风吹日晒，把自己

暴露在海风和艳阳下。在组里，他脱过两次皮，从

肩膀上一揭，一层皮下来，洗澡时火辣辣地疼。

2022年国庆档，回望共和国“第一炉钢水”的影片

《钢铁意志》上映，刘烨出演鞍钢工人赵铁池，片

场记忆里都是上千摄氏度的钢水的炙烤感。

一连几部作品，刘烨应该吃了很多苦，但

当问题真正来到“吃苦是不是演员的必修课”

时，他却连连摆手，“那是不好意思说的”。演员

忽然就“羞赧”起来，他说，片场的回忆是真实

的，有些身体上的艰苦也是真实的，“其他人可

以当片子的噱头、亮点来说，演员自己不能太

把这当回事，毕竟演出来的苦或者难，都是原

型人物长年累月的一次浓缩。苦都是真实的原

型人物受的，敬意也该给他们，而不是演员”。

就好比拍《守岛人》时，人人都道刘烨身上已经

“没一块好皮肤了”，他自己说“比起他们在岛

上30年生活的皮肤状态，还是远远不够的”。

拍《望道》时，剧组找来一群现实中的大学

生进组。望着眼前十八九岁的朝气面孔，刘烨偶

尔会想起自己在中戏念书的时光。1999年，他凭

《那山，那人，那狗》提名金鸡奖。好消息传来，班

里的男生沸腾了一片。“那时候我们班袁泉、章

子怡她们几个女生都各自有作品被大众认可

了，有个男生‘嗷’一嗓子‘我们班男生可算出头

了’。”刘烨说，那一晚，一帮大小伙子哭成一片，

第二天碰上英国莎士比亚剧院来选角，他只能

戴副墨镜上学。刚进教室，老师给了他当头棒

喝，“这就开始自鸣得意了吗！”一番话，说得学

生羞愧难当，“演好一个角色，这没什么可骄傲

的——这道理就是中戏教会我的”。

漫长的时光没让这件事淡去，相反，得到

了各种维度的印证。刘烨说：“接好戏、演好戏，

要拍留得下的作品。”这是演员的底线，也会在

未来成为演员的骄傲。

用“真理的味道”写下作品簿里重要一笔

故宫的岁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乾

清宫正殿门口悬挂的金字匾额“正大

光明”背后有何秘密？为什么买卖东

西的地方叫市井？“删”字的由来是什

么……近日，《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

清史》《丝路上的敦煌：儿童历史文化

百科绘本》等一批面向青少年读者的

传统文化普及读物陆续面世，以大家

写小书的方式，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语言风格，深入浅出讲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解锁读史新视角。

俯下身子写史，  岁史
学家给孩子讲故宫故事

故宫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表性符号，拥有无与伦比的建筑和价

值连城的宝物，更承载着博大精深的

历史。怎样把故宫独特鲜活的魅力传

递给小读者？

“故宫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的历

史。明清两朝所有名人几乎都跟故宫

有关系。”九旬历史学家、北京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阎崇年历时三年打磨出的

《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清史》，是他

这辈子第一套写给小朋友看的书。他

采取的讲述策略是，用一个个问题作

为线头，以一串串问号激发小读者的

好奇心，牵出历史幕布下的悲欢离

合。全套书共十册，以朝代为纲，以人

物为引，通过150个故事、620位人物，

讲述了明清两朝重大的历史事件、故

宫建筑、珍贵文物等故事，系统梳理了

明清两朝543年兴衰历史，串联起建

筑、典籍、文物等多方面知识。

比如写到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的

《胤禛耕织图》，阎崇年抛出的话题

是——皇四子胤禛当年为何要策划

这套图册献给父亲康熙皇帝？书中除

了介绍图册的背景、具体内容，还以讲

故事的口吻道出胤禛为何“投父亲所

好”，把野心埋于心底的同时暗中等待

时机……再比如，从故宫里的瓷罐子

引申聊出，当年景德镇的御器厂给宣

德皇帝烧制蟋蟀罐，为什么要烧这么

多？许多蟋蟀罐为什么都是碎的？“阎

爷爷大讲堂”板块以引人入胜的悬念

感，吸引青少年一步步探入历史脉

络。丛书还配以故宫平面示意图、彩

色插图便于读者理解。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妍表

示，出“大家小书”，正是希望让那些有

大学问、大智慧的大专家，能够俯下身

子来给孩子们写深入浅出的、有趣的、

有用的小书。“阎崇年治学严谨，坚持

‘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参考了200多

部史学专著，以故宫为切入口，让孩子

学习真实可感的明清史。”

联手文博机构，让国宝“开口”讲故事

博物馆里丰富的藏品蕴藏了中华文明精华，集中反映了古

人的思想、趣味和精神。读懂了国宝，也从一个侧面理解了中华

文明的历史进程。如何让历史“活”起来，让国宝“开口”讲故事？

依托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和专家力量，《中国历

史百科绘本》系列丛书以大量文物为着眼点，通过大河文明、贸

易、交通、家庭、饮食、科技、汉字、艺术、音乐和服饰十个主题，深

入浅出重现古代生活风貌。这套共十册的图书还从国博140余

万件藏品中，甄选出70余件文物，将文物画进画中。比如，中国

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从兽皮衣到曲裾、襦裙、旗装……《服饰，

打开祖先的衣橱》让孩子理解服饰融合演变的背后是古代中国的

变迁。《大河，我们的开始》展示了出土于黄河附近的“涡纹四系彩

陶罐”——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见过黄河安静流动，也见过黄河巨

浪滔天，他们把平时目睹的不同样貌的黄河，生动画在了陶罐

上。该系列丛书以“古今对照”的方式解读历史知识。比如，为

什么买卖东西的地方叫市井？据说是因为最早的交易活动常在

水井旁进行，交换货物的人不仅需要喝水，还需要用水洗净货

物。现在的孩子写错字可以用橡皮擦掉，古人怎么修改错字？

原来，出现笔误时，古人用削刀将错字从简牍上削去，重新再

写。而这一过程，也是“删”字的由来——左侧是简牍编成的册，

右侧是一把削刀。

《丝路上的敦煌：儿童历史文化百科绘本》则由敦煌研究院

官方授权并主编，包括《走进千年的敦煌》《过一天古人的生活》

《沙漠中的美术馆》《了不起的丝绸之路》，以大量壁画为创作依

据，重现敦煌历史风貌。小读者由此“走进”夺目的绚丽壁画，到

古代敦煌人家“做客”，与南来北往的胡商“聊天”，开启了妙趣横

生的历史穿越之旅。书中图片均来自敦煌研究院授权的高清壁

画图，包括54个洞窟，160幅壁画，每张图片上标注了石窟编号，

读者看完再去敦煌参观时还能按图索骥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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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芳菲处处吟”，宛平剧院与长江

剧场日前联合发布2023演出季，集合“家门

口的大剧场”和“闹市区的小剧场”共3个剧

场空间、2个演艺新空间，演出季将推出126

台498场演出及活动。从聚集“经典戏曲”

“话剧国家队”“新锐导演IP剧”的大剧场演

出到“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实验、先锋性

戏剧”的小剧场演出，从以“亲子儿童”“轻

演艺”为核心的演艺新空间到提升剧院日

间服务能力的大宛集 ·一站式艺术畅想空

间，演出季旨在将演出特色与剧院空间无

缝融合，打造多维度文化新场域。

夯实“戏码头”高地，经典戏
曲与口碑话剧来袭

昆剧《拜月亭记》、越剧《红楼梦》《梁山

伯与祝英台》、沪剧《红灯记》《碧落黄泉》等

经典戏曲剧目将在年内陆续上演，中生代

演员将挑起传承经典剧目的大梁。上海越

剧院“盛世越章”系列演出在4月-11月集

中上演，展示各流派、各行当传人中的优秀

表演人才。“申音沪韵”系列演出中，由上海

沪剧院带来的红色经典沪剧《红灯记》将用

信仰的力量举起一盏永不磨灭的红灯……

盛夏七月，汇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

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全行业顶

级团队及演员阵容打造的大型现代主义话

剧《人世间》将首次登陆宛平剧院的舞台，新

晋实力派话剧演员李小萌、苗驰将用三小时

的演绎讴歌生活，将温度赋予舞台。此外，90

后“戏剧鬼才”丁一滕将携“丁一滕戏剧作

品展演”与宛平剧院进行全年深度合作，《牡

丹亭不停》《火锅江湖》《伤口消失在茫茫黑

夜中》《弗兰肯斯坦》将相继与观众见面。

“小戏节”为龙头，小剧场各
美其美

于上周刚刚落幕的“2022中国小剧场

戏曲展演”已成为小剧场戏曲演出的龙头

之地，也在沪上开拓出戏曲演出新生态：

昆剧小剧场展演、越剧小剧场展演、沪剧

小剧场展演，淮剧“嫩芽吐蕊苍松系列”、

评弹“经典书目传承系列”、滑稽戏“上海

笑天地”等一众极具地方特色的戏曲将在

宛平剧院和长江剧场分别亮相。

据悉，宛平剧院的小剧场戏剧演出今

年将用户画像向更年轻一代观众倾斜，多

元的戏剧尝试与多变的小剧场空间相得

益彰，为观众和创作者提供更多体验方式

和艺术创新的可能。《新西厢》作为“丁一

滕戏剧作品展演”小剧场作品，将首度挑

战“爱情”课题，用话剧语言阐释传统戏

曲。鼓楼西戏剧也将集中带来口碑话剧

《一只猿的报告》、马丁三部曲话剧《枕头

人》、话剧《丽南山的美人》、话剧《断手斯城》

等7部作品。

作为2022年阿那亚戏剧节特邀剧目，话

剧《你想吃雪糕吗》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女

孩身上感受到的刺痛、快乐、力量和希望。

在演艺新空间“浸情”入戏

两年来，享有演艺大世界“演艺新空间”

称号的宛平剧院戏 ·聚空间，已成为不少家庭

欢度周末的好去处：改编自知名原创绘本大

师熊亮的同名儿童音乐剧《京剧猫》在寓教

于乐中普及国粹；音乐舞台剧《不会飞的

BOBO》用坚持与梦想的故事，帮助小朋友建

立乐观的性格；绘本音乐剧《花格子大象艾

玛》让孩子们学会接纳不一样的自己。

在剧场空间运营模式的探索中，主打轻量

级演出的演艺新空间蕴含着无限可能，在满足

戏剧爱好者更多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丰富着观

演体验：全年150场驻场音乐剧《致命旋律》打

造了一座沉浸式“钢琴房”，《艺术好时光艺术

脱口秀》则以沙龙形式治愈观众的心灵。

作为首批“社会大美育”上榜剧院，宛平剧

院在去年就参与了“看上海、品上海、爱上海”

主题系列活动。“行走的剧院”将专业的戏曲知

识、舞台技术融会贯通到导览中，让每个初次

来到宛平的观众都能了解并熟悉剧院环境。

一站式艺术畅想空间“大宛集”利用自身场地

和艺术资源优势，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提升

艺术修养、舞蹈能力的空间。今年，“大宛集”

将持续发力，全新推出“戏宛宛的百宝箱”，带

领小戏迷们多感官探索未知的戏曲世界。

“家门口的大剧场”和“闹市区的小剧场”好戏不断

宛平长江花开两朵
近   场演出活动全年上新

 《丝

路上的敦

煌：儿童历

史文化百

科绘本》开

启妙趣横

生的历史

穿越之旅。

 《讲给

孩子的故宫

里的明清史》

共十册，串联

起 建 筑 、典

籍、文物等多

方面知识。

（均出版
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制图：冯晓瑜

集合宛平剧院和长江剧

场3个剧场空间、2个演艺新

空间，“恰是芳菲处处吟”

2023演 出 季 将 推 出 126台

498场演出及活动。

图片均为演出季发布会

现场照。 （均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