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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如何让考古学真正走向大众，用广大

群众听得懂还爱听的语言讲述海昏侯精

彩故事？这是摆在江西本土历史文化研

究和传播者面前的课题，一批江西本土文

化 学 者 进 行 了 尝 试 和 努 力 。11 月 5 日 ，

《海昏十谜》新书发布会在南昌书城举行，

这是黎隆武继“海昏侯三部曲”之后的又

一新作。

海昏侯主题文化普及读物《海昏十

谜》新书发布会，是“讲好江西故事，共绘

江西文化新画卷”系列文化阅读推广活动

的首场活动。系列推广活动旨在深入挖

掘江西文化内涵，推进江西文化发展。当

日这场由知名作家、学者引领的活动吸引

了不少人，离活动开始还有 15 分钟，来自

乐安的钟先生走进会场，发现几乎找不到

座位了。

《海昏十谜》围绕海昏侯墓的发掘过

程，通过探案解谜的方式，讲述海昏侯墓

发现发掘的曲折经历，揭开海昏侯墓得以

完好保存的原因；同时为读者揭示了刘贺

这个仅在位 27 天的皇帝，是如何被机缘

巧合地立帝、被废为民，以及如何从庶民

之身重新封侯的人生经历。作品娓娓道

来，为读者一一揭开刘贺的身世之谜、废

帝之谜、财富之谜、海昏侯墓发现之谜和

幸存之谜等十大谜团。

汉墓大多十墓九空，海昏侯刘贺墓

幸存之谜谜底是什么？黎隆武为读者进

行了解答：封土层遍布着大大小小十几

个 盗 洞 ，表 明 刘 贺 墓 多 次 被 盗 墓 贼“ 光

顾”过，其中，最令考古队员们揪心的是

2011 年的盗洞，它几乎是垂直打在墓室

的 正 中 央 位 置 ，打 穿 了 封 土 层 、锯 开 了

厚厚的椁板，而刘贺的主椁室采用的是

东 寝 西 堂 居 室 化 布局，主棺被放在了东

面寝宫的北部。盗墓贼将盗洞打下去的

位置，刚好处于东寝和西堂的连接部，与

放置在东面寝宫中的主棺和放置在西面

客 堂 中 的 众 多 珍 贵 文 物 几 乎 是 擦 肩 而

过。

在发布会现场，大家围绕如何讲好

海昏侯故事展开了对话。江西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

古队领队杨军表示，海昏侯国遗址的发

掘过程虽然举世瞩目，但考古学属于冷

门学科，仅仅依靠考古学者们的专业讲

述远远不够。海昏侯故事是一个宝藏，

如何让冷门学科真正走向大众，用群众

听得懂且爱听的语言科普海昏文化，讲

述好江西故事，值得社会各界好好挖掘

和利用。

“进高校、访媒体、入企业、赴基层，黎

隆武讲活了海昏侯故事，所到之处，海昏

侯热潮涌动。”文化学者朱虹一直致力于

江西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他表示，“海昏侯

三部曲”及《海昏十谜》是宣传推介海昏侯

历史文化的重要作品。作者以书为媒开

展的数百场海昏侯系列历史文化讲座，在

数年时间内，将海昏文化的声音传播开

去，形成了多维度的文化传播现象。同时

他表示，江西是个好地方，共同唱响“江西

风景独好”，需要更多人参与到“讲好江西

故事”的行列中来。

“万载的傩戏演出非常精彩，从傩戏道具、
表演的节目和演员的精神状态都能够看得出
来。”11月5日，万载县潭埠镇池溪村，一场古朴
的傩舞表演，热闹了整个村子。这让现场观摩
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员、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
问朱联群颇为兴奋。

11月 4日至 6日，“第三届中国傩文化传承
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万载县举行，50余名
专家学者慕名前来考察，研讨傩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傩舞素有中国舞蹈“活化石”之称。万载
傩舞源于傩祭，始于元朝晚期，兴于明、清，有

“开口傩”和“闭口傩”两个流派，有着 600余年
历史。

虽是满头银发，说起一支支乡间傩队，万载
傩舞非遗传承人刘凤初，却是如数家珍般兴
奋。她告诉记者，“开口傩”是在傩舞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既保存了傩舞艺术，又具有戏曲特
点。2008年 6月，万载“开口傩”被国务院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跳傩，又叫跳魈，是傩舞的重头戏。万载傩
舞古朴而神秘，动作讲究方、圆、扁、仄，保留了
傩祭的古朴，共有开山、走地、先锋、功曹、小鬼
爬杠、鲍三娘花关索、团将等十七出戏。

为向远道而来的傩戏专家学者展演展示，
万载县株潭镇桐树江傩队、潭埠镇沙桥傩队表
演了傩舞。古朴的傩衣、傩面具，粗犷的傩舞动
作，完整而独特的配乐……惊艳了傩戏专家学
者。

刘凤初娓娓道来，万载的傩队以姓氏为主，
桐树江傩队的表演沿袭了赣西北的风格，但节
目略有不同，其中一个节目既有土地公、土地
婆，还有一个土地仔。“桐树江傩队的老艺人一
茬接一茬，只是现在有些青黄不接。”

“潭埠镇池溪村沙桥傩队是万载县目前传
承得最好、最活跃、保存东西最好的傩队。”刘凤
初告诉记者，他们常年活跃在乡里，老中青相结
合，节目非常精彩，很受村民欢迎。

潭埠镇池溪村，4名少年扛着竹竿，1名红

用探案方式解谜海昏侯
□ 周 颖

给江西好故给江西好故事插上翅膀事插上翅膀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滇敏 万芸芸

神秘的“傩”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文/图

11 月 9 日，景德镇。这个被窑火温暖了千年的古镇，

处处流溢着艺术与创新。是夜，华灯在大街小巷绽放，来

自省内外的观众纷纷涌向陶溪川大剧院，“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听故事见江西大型原创主题故事剧”

在这里上演——

江西好故事“上新”了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勇毅前行，红土地镌刻着奋斗的

年轮，勾勒着变迁的轨迹，浓缩着发展的万千气象……”舞

台上，主持人话音落下，幕布升起，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向观

众走来：

谨记哥哥誓言，守候 90 年的红军遗孀段桂秀；不忘初

心、回到家乡当农民的甘祖昌将军和老伴龚全珍；83 岁高

龄仍坚守在科研一线的“杂交水稻之母”颜龙安；革命年代

舍家为国的“井冈山女儿”曾志；把毕生奉献给纪检监察事

业的李泉新；19 年如一日用不熄的炉火温暖病人的万佐

成夫妇；英雄城里“好像是一个人，又好像是许多人”的邱

娥国；参加江西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李

福太；把青春永远定格在扶贫一线的吴应谱、樊贞子夫妇；

续写中国飞天梦的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洪都工人叶钟

盛；扎根陶溪川，在创业中飞扬青春的“景漂”青年……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听故事见江西大

型原创主题故事剧”由中国民协、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

视台（集团）、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

民协，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景德镇市文联，景德镇陶文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承制。

“故事剧内含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故事讲述的时代，

一个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故事剧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的

故事，更在于通过故事传达什么。”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教授苏勇所言，正是故事剧总导演王晓凡反复思考的问

题。

王晓凡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留校任教，创排了

大量戏剧，但走出高校，来江西排戏，还是头一回。在景德

镇，他一次次漫步于陶溪川。这里的蓬勃朝气，让他感到

惊讶，也打消了他的创作疑虑：“每天晚上，这里灯火明亮，

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创作室，那么多能工巧匠，他们的活

力创造，成了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一部成功的舞台剧，

当吸引年轻人，感染年轻人，这部剧就是要让观众看见江

西的整体形象，看见江西过去和现在的青春与热血。”

创新表现形式，让好故事焕发时代魅力，成为主创们

的共识。于是，他们创新了“讲”故事的形式，用剧来演故

事，从征集到的几百个故事中精选了 11 个代表江西人精

神风貌的典型故事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并融合运用话

剧、音乐剧、情景剧、民间文艺、原创音乐、舞蹈、戏曲等艺

术形式，集萃成一台 3 个多小时的故事剧。除了舞台演

出，剧场前厅推出的相关主题展览、影像视频，亦同步“上

新”：

“江西故事原创主题美术展”展出了 39 幅美术作品，

它们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以这 11 个故事为题材，创

作的中国画、油画、版画作品。展厅转角处，还错落摆放了

许多液晶电视，反复播放着这 11 个故事的创作花絮。7 组

编剧团队，阅万卷档案，行数千公里，访百名人士。井冈山

上，于都河畔，筷子巷里……主创们一次次寻访，一次次被

触动，他们带着感动和震撼，把这些故事搬上舞台。当晚

的故事剧除了在线下剧场演出，还在江西卫视、今视频、凤

凰网、百度直播、陶溪川文创街区等多平台同步直播。

现场感极强的舞台展演，雅俗共赏的美术展览，光影

跳动的大小屏幕，多样的形式给这些江西好故事插上了翅

膀，飞入千家万户。

“好故事”是这样炼成的
“8 月份开始创排，故事剧规模宏大、演职人员众多，

时间紧迫，事情庞杂”“一个人分饰四五个角色，一天只休

息四五个小时……

11月 1日上午 ，故事剧联排结束，一众主创和评论家

们聚在一起，畅所欲言。王晓凡讲述了一段往事：“我父亲

是个军人，我在部队出生。小时候，我的父辈就时常向我

说起他们的曾志大姐。在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有太

多的坚毅和付出。”对老一辈革命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让主创们迎难而上。

被江西深深感动的，还有该剧艺术总监、中央戏剧学

院实验剧团创作总监郭富民：“我越是排练到后面，越发地

动容、动情。”来到江西的几个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很

多话要表达，有南方的酷暑，有排练时一身一身的汗，还有

于都河畔那次久久无法忘怀的走访。

那天，69岁的郭富民领着几个年轻演员，几经辗转到

了红军遗孀段桂秀的家。他让演员们一字排开后，问段

桂秀：“这里面谁最像哥哥？”郭富民本想用这样一个问

题唤起段桂秀的回忆，不料段桂秀反复端详后，指着一个

演员说，“这个像……”老人摸着演员的脸，“眼睛像、鼻

子也像……”老人哭了。看着眼前这位用 90 年时光来等

待丈夫的老妈妈，郭富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母亲”，他情

不自禁地单膝跪下，眼含热泪：“您，太了不起了！”回到北

京，郭富民赶写出了剧本《碧血花》……

交流会上，思绪飞扬，直到下午两点半，大家才饥肠辘

辘地结束了对话。而此时，演员赵晶已经开始了下午的排

练。这个笑声爽朗的北京姑娘，是中央戏剧学院 2004 级

的学生。在剧中，她饰演《井冈儿女》中的曾志、《泉新全

意》中的李泉新老伴徐国香，《又见炊烟》中的万佐成妻子

熊婶三个角色。

“在舞台上同时塑造三个女性形象，还都是老年妇女，

演好他们的性格差异，让观众不跳戏，这是个考验。”创作

准备阶段，赵晶神游赣地，反复观摩采访素材，还从网上下

载了许多资料来研读，她开始一点点地读懂曾志的坚毅、

徐国香的温婉、熊婶的朴实。进入剧组后，她又请本地演

员把熊婶的台词全部用南昌话录下来，一遍遍地反复听、

反复学。

被江西好故事感动着的主创们，还在江西文化宝库中

不断掘进。他们将修水锄山鼓、南昌道情、萍乡春锣、兴国

山歌等融入了剧作。“这部剧，让我们懂得了江西，也希望

通过这部剧，让大家更懂江西。”王晓凡说。

奋斗不止故事不“熄”
演出落幕，观众散场，但好戏带给他们的感动，还萦绕

在心间——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的女儿甘仁荣看完演出后激动不

已：“故事演得非常真实，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剧里的

曾志、段桂秀等人的故事，也让我很受教育。”

文化工作者王婉此番是二度刷剧。“作为江西人，剧里

的人物大多熟悉，有的还接触过，见过面，但当他们的故事

从新角度用新方式重新演绎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动。”

观剧时，评论家苏勇坐在最前排，舞台上哪怕是最微

小的细节也尽收眼底。“沉浸式”观演后，他体会良多：“丰

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众多江西元素的使用，让剧作更富表

现力。此外，灵活多变的舞台时空结构，主观、客观叙事相

互交织，跨越时空的对话，充满象征化、仪式化的表达等，

让我一次次地被击中，乃至于情动于中、热泪盈眶。”

据不完全统计，当晚，这部故事剧在各类电视和网络

平台上，总观演人次破千万。在网友们的众多留言里，“感

动”“我爱江西”等成为高频词。

而受到滋养、获得成长的，何止是观众。

我省青年编剧熊伟，担任了剧中《又见炊烟》等 3 个故

事的编剧。他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创作，是一次满怀敬意

的书写。陶溪川大剧院所有演员都投入了这次创作，不仅

演员们得到了锻炼，剧院接待高水准演出的能力也进一步

提升。

奋斗不止，故事不“熄”。舞台上的江西故事，有和平

年代中的敬业与付出，有岁月静好中的关爱与奉献，有攻

坚克难中的拼搏与奋斗，有继往开来中的传承与创新。而

新时代的江西，处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处处都是日新月

异的进步，这些好风景好故事，亦会是未来舞台上的精彩。

（压题图为剧照，徐铮摄）

视 野

衣少年翻身上竿，娴熟地表演“小鬼爬杠”，敏捷
而惊险。省民间音乐家协会副会长孙立新说：

“傩是一种古老的戏，我们惊喜地发现，万载傩
文化传承人中有了活泼的少年，很值得点赞。”

“在潭埠的校园里，有很多孩子会跳傩舞。”
潭埠镇池溪村 70岁的傩舞传承人说。他在沙
桥傩队有 20多年，因为岁数大了不能再上场，
只是领着傩队往前走。

万载县有开口傩、得胜鼓、花炮制作技艺、
夏布4项国家级非遗。潭埠镇党委宣传委员龙
小红说，通过“非遗进校园”，培养了学生对傩舞
等传统文化的兴趣，更好地传承发展了“开口
傩”，让非遗后继有人。

朱联群告诉记者，通过现场观摩，专家学者
们都感觉到万载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相当成功的，效果出
乎意料的好。

“这次研讨会就是要让万载‘开口傩’走向
全国，让更多的人参与传承发展傩文化。”朱联
群表示，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将加强与万载县文
化部门的联系，尽力为万载傩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一些帮助。

新时代非遗视野下的傩文化理论与实践、
傩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发展研究、江西傩戏傩
舞及其特征和价值……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江
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江西省民
协邀请的 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傩文化
传承发展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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