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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将戏曲唱腔与流行音

乐相结合，歌曲《万疆》别

有韵味；用粤剧“唱” 一部

电影，影片《白蛇传·情》带

来全新的观影感受；融户外

园林真人秀和戏曲实景演

出于一体，戏曲文化创新节

目《最美中国戏》让观众获

得沉浸式体验……近年来，

戏曲不断创新传播方式，频

频在跨界融合中受到众多

年轻人的青睐。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种类繁多、各富特色，不仅承

载着中国文化精神，更体现着

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创新实践赋予戏

曲更立体、 更多样的呈现方

式，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样化

的需求。 戏曲正焕发勃勃生

机，与时代同频共振。

跨界融合成为戏曲不断

出新的有效手段之一。 把传

统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多

样化的元素相互融合， 带来

了全新的观感体验， 也激发

了更多群体的情感共鸣。 比

如， 今年某视频网站播放的

《上元千灯会》 将戏曲与流

行元素结合，以灯塑景、以戏

传情，呈现了一场戏曲盛宴，

颇受年轻人喜爱。 “戏曲 +

电影”“戏曲 + 歌曲”“戏

曲 + 动画” 等形式丰富了戏

曲的艺术表达， 呼应时代审

美，让戏曲以更亲切、更接地

气的方式触达更多人群。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

许？ ” 不断焕发新光彩的传

统戏曲， 正让更多人走进璀

璨梨园，共赏“满园春色” 。

戏曲与现代技术的互动，

突破了以往的传播壁垒。一方

面，线上直播、视频剪辑等数

字手段极大丰富了传统戏曲

的表现张力，推动戏曲更好地

走进大众。 比如，不少戏曲院

团利用网络平台开展 “云直

播” ， 通过弹幕与观众互动，

“圈粉”年轻观众。 另一方面，

戏曲自带的艺术感染力，借社

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不断放

大，在点赞、收藏、分享中，辐

射更多人群。 比如，“上戏 416

女团”在短视频平台用京剧唱

腔演唱歌曲，走红网络。

戏曲在一次次充满新意

的尝试中，赢得了更多人的

喜爱，展现着传统艺术的时

代新义。 正如京剧大师梅兰

芳所说：“一个古老的剧种，

能够松柏常青，是因为它随

时进步。 ” 活态传承的传统

戏曲，连接绵延千年的审美

积淀与欣欣向荣的美好生

活，正以更加多元、更为丰

富的艺术表达持续散发时

代魅力。

传统戏曲，展现时代魅力

邓剑洋

评弹

� � � � 由高希希担任总导演，

冯绍峰、陈宝国、颖儿、何晟

铭、陈奕丞领衔主演的历史

大剧《山河月明》，近日登

陆北京卫视。

该剧讲述明太祖朱元

璋 （陈宝国饰） 第四子朱

棣（冯绍峰、成毅饰）从年

少起就征战沙场， 逐渐成

长 为 一 名 杰 出 的 军 事 将

领， 最终开创了 “永乐盛

世” 的故事。 首播剧情即呈

现了大明将领率军北伐齐

王的壮阔场面， 两军交战

尘烟四起， 万马奔腾阵势

恢弘， 将洪武北征浩浩荡

荡的战争场面， 全数展现

在观众面前。 据悉，该剧的

战争场面在内蒙古进行实

景拍摄， 力求对场景进行

真实还原， 从而带给观众

更加极致的视觉享受。

在严肃叙述历史的剧

情下，该剧还塑造了一个个

鲜活生动、性格饱满的角色

形象：在朝堂上威严的朱元

璋， 在生活中他常常自称

“老子” ， 甚至会被马皇后

掀桌子“斥责” ，反差极大

却让人觉得真实合理；从小

性格顽劣的朱棣，历经沙场

和朝代更迭后蜕变成长，愈

发成熟。 该剧在对小人物的

性格诠释上， 也不吝啬笔

墨，张玉的侠肝义胆、齐王

妃的坚韧不屈、朱能的拼搏

精神等，都在剧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在整体创作上，《山河

月明》 勾勒出一幅集思想、

文化、艺术于一体的明史画

卷。 该剧以巧妙的叙事方

式， 侧重历史的大事件描

写，将一些冗长的历史故事

进行压缩，既缓解了观众的

审美疲劳，又将明初历史脉

络全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李夏至

高希希导演《山河月明》———

荧屏全景展现明初历史画卷

� � � � 由华纳兄弟出品的《神

奇动物： 邓布利多之谜》近

日全国公映。

该片由 J.K.罗琳和史蒂

夫·克洛夫斯共同编剧。 讲

述阿不思·邓布利多教授

（裘德·洛饰） 意识到强大

的黑巫师格林德沃正试图

夺取魔法世界的控制权。 邓

布利多知道仅凭他一人之

力，将无法阻止格林德沃，于

是他委派魔法动物学家纽特

带领一支由巫师们以及一位

勇敢的麻瓜面包师组成的精

英小队， 来共同执行这项危

险任务。一路上，他们遇到了

各式各样的神奇动物， 既有

老朋友， 也有前所未见的全

新神奇动物；与此同时，他们

还将与格林德沃不断壮大的

追随者队伍发生冲突， 危机

一触即发。

值得一提的是，魔法世

界中的麒麟源于中国神话

中的同名神兽。 影片中，纽

特在某个位于亚洲的遥远

山脉之间找到了麒麟。 为了

真实地呈现场景环境，剧组

最终找到了位于中国广西

的德天瀑布以及漓江作为

选景地。

王金跃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公映

中国神兽麒麟首次银幕现身

� � � � 4 月 9 日， 地处北京市

顺义区温榆河畔的松美术

馆展览“节奏与迭奏” 正式

面向公众展出，展览内容横

跨半个世纪， 涵盖 40 余位

中国当代重要艺术家的近

50 件作品。

此次展览的展品整体呈

现以绘画为主，兼具雕塑、影

像、装置等艺术形式。其中有

不少作品难得一见， 如艺术

家袁运生 80 岁时创作的巨

大尺幅作品《风平浪静》，他

也曾创作首都机场壁画《泼

水节，生命的赞歌》；艺术家

曹斐的作品《派生》系首次

在国内展出；张培力于 1984

年创作的《水上运动》，是艺

术家早期绘画中罕见的大尺

幅画作； 陈丹青于 1983 年

初完成的作品 《康巴汉子》

等也亮相展厅。

松美术馆馆长丁泽华

早在 2013 年就进入收藏领

域，至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

收藏经验，并曾策划钢铁雕

塑节等活动。 他表示，希望

将松美术馆打造成为一个

开放的平台，与企业、学校、

普通大众等不同主体产生

连接，建立中国民营美术馆

现当代艺术的展示序列，积

极参与并推动中国当代艺

术的发展进程。 展览将持续

至 7 月 24 日。

王广燕

当代艺术家作品

集中亮相松美术馆

时讯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朝戍边将士的家国情怀

高高的土堆上，身披牛

皮铠甲的士兵远远看见，大

漠深处， 一缕孤烟直起；半

掩地下的兵营中，戍边多年

的老兵一句 “娘子不须忧

愁” ，千里传信，深情难以

尽诉……

3 月 31 日，2021 年度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

晓， 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赫然在列。 随着大

量珍贵文物遗存的发掘，

这座深藏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荒漠无人区的唐代烽

燧，拂去沙尘，重现丝绸之

路风采， 一个个威武勇猛

的唐朝将士迎面走来，向

我们讲述历经千年犹 “鲜

活” 的家国情怀……

� � � � 沙堆寂无声，烽火映山河。 沙堆烽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一份

份手抄勋告，是戍边将士万里赴戎机的勇武；一封封信笺墨迹，

是边塞官兵“家书抵万金” 的牵挂。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豳州……出土信札中反复出现的这

些地名，大约是现在的甘肃、陕西、山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表明唐朝戍边将士不少来自中原等地区。 自安西、 北庭两大都

护府设立后，他们前赴后继，怀着忠勇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

情， 远离故土， 戍边守疆， 保障了古代西域安宁和丝绸之路畅

通。

专家分析，过去交通不便，一路步行加骑马、骑驴等，将士们

从家乡赶到西域， 需要数月之久。 在吃饭喝水都极为艰苦的荒

漠里，他们一守就是多年。 出土文书记载，一些战功显赫的戍边

将士， 不仅得到中央王朝授勋嘉奖， 解甲归田后还可以享受特

殊优待政策，但他们之中也有人终老都难以返回家乡。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 对为国戍边的将士

来说， 爹娘妻儿必定是永远的牵挂。 在沙堆烽所有出土的文物

中，最让人动容动心的，莫过于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

“韶春尚寒”“仲夏极热”“秋气渐冷”“冬景既终” ……很

难相信， 如此典雅温润的字句， 竟然出自千年之前勇武汉子的

笔下。 “出土的家书中，很多都会以时令节气开头，饱含着中华

文化的含蓄之美， 对家人的殷切思念， 都托物言表于天气状

况。 ” 胡兴军说。

“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 这封家书残片，让

参与解读的考古工作者无不深受感动，遥想当年，不知哪位离家在

外的将士，以此惦念鼓励家中的妻子维持好生计。 “短短几行字，

仿佛这个铁骨柔情的汉子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胡兴军说。

艰苦戍边之余，唐朝将士还颇为流行看“小说” 。 在胡兴军

看来，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最大亮点在于出土纸文书、木简 883

件， 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 其

中，《韩朋赋》《游仙窟》 等手抄本残片， 是唐代盛行一时的文

学作品，同时，也有《孝经》《千字文》等中原传统典籍手抄本。

如获至宝的胡兴军说：“把这些文书残片拼凑起来一点点释读，

仿佛穿越了时空，与 1200 多年前的戍边将士对话。 ” 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也由此可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认为，新疆境

内的烽燧遗址是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记忆的

重要代表。 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

要实物教材，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对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今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新疆段）项目正式启动，作为重

点项目之一， 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的修复与保护工程也

将开工。 胡兴军满怀热望，“期待这座历经千年的唐代烽燧遗址

成为讲述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

新华 / 传真

酷！“黄沙百战穿金甲”

� � � �“遇见” 沙堆烽，“对话” 唐朝将士，不仅让今人得以

了解唐朝戍边将士的衣食住行、三餐四季，详尽再现了他

们的工作生活的场景， 还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印

证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

根据碳十四测定等诸多证据，专家推断，沙堆烽的使

用年代在公元 692 年至公元 790 年之间约 100 年间。出土

文书也显示，沙堆烽遗址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

辖， 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 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

线———“楼兰路” 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胡兴军说，烽和铺都是唐朝最基层的军事建制，游弈所

是烽和铺的上级管理机构。唐朝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称为“烽

子” ，他们的首领为“烽帅” ，主要工作内容是放烽、巡防。

史料和考古发现表明， 烽燧是我国自周代开始建立的边

防预警系统之一，唐朝继承并予以完善，主要用以迅速传递边

境军情。 沙堆烽地处在丝绸之路北（中）道，位置非常重要。

从沙土中捡拾的文书、木简，还出现了众多鲜少见诸

史籍的内容。 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

捉、马铺烽、横岭烽、猪泉谷铺等军事设施机构名称，以及

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名称，“刷新” 了今

人认知，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记载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沙堆烽遗址出土的文书绝大多数为汉文

书写，也有部分用焉耆文书写，有的文书中还提到“于阗

兵” 。 胡兴军说，这些发现印证了 1000 多年前汉字一直是

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西域先民与来自中原的将士一道

守卫着边疆，共同守护家园安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这批出土文书多属于唐

代开元至天宝年间，“完整的烽燧遗址被揭露，大量唐代文

书及历史文物的出土，说明当时唐王朝的影响力已延伸至

葱岭之外，唐代对西域的经营或已达到了鼎盛时期。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认为，沙堆烽有力证明

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

的持续维护。

迷！ 沙堆烽下“掩埋” 怎样的史实 情！ 历经千年犹“鲜活”

� � � �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以下称沙堆

烽） 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

的荒漠无人区，200 多公里的东南方向，就

是著名的楼兰故城。 2019 年至 2021 年，新

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考古发掘，这是

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发

掘。

沙堆烽遗址地处孔雀河北岸一处大型

红柳沙堆上。 3 年间，考古工作者累计发掘

面积 2300 平方米，清理出房址、木栅栏、水

塘等遗址 12 处，出土文书等各类文物 1400

多件。

一件件令人惊喜的出土文物，不仅揭示

了唐代烽燧基本格局、还原了戍边将士当时

衣食住行等方面诸多细节，也明确了克亚克

库都克烽燧在唐代时的名字———沙堆烽。

沙堆烽修筑于沙堆顶部东侧，由三层或

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木垒

砌而成。在其西侧黄土中，采用“减地法” 掏

挖修筑有三间房屋，内有凉炕、灶、柱洞等遗

迹，专家初步断定，这是当时的营房。

沙堆烽南侧有土埂、踏步、木栅栏、水塘

等遗迹。 “水塘中部深，边缘浅且规整，这种

水塘，后人称作涝坝水，在西北地区广为沿

用。” 沙堆烽考古项目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认为， 水塘的发现，解

开了唐代戍边将士、牲畜饮水水源的谜题。

在遗址旁一处背风向阳的斜坡上，考古

人员发现一个被沙土掩盖千余年的物品堆，

里面埋藏了大量的纸、木、纺织品等遗物，专

家惊呼发现了“一座小型档案馆” 。

从中还出土了麦、粟、黍、枣核、桃核、杏

核等大量农作物标本。 “可以发现，这些是

戍边将士的主要食物类型，不过，当大量鱼

骨、 渔网及保存完整的木兽夹被发现后，我

们猜测当时食物可能有短缺的情况，需要通

过捕鱼猎兽来进行补给。 ” 胡兴军说。

同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马、牛、驴、骆

驼等可作为坐骑的大型动物残骨。 有趣的

是，狗的骨头也被发现，表明机警忠诚的狗

是唐代戍边将士的好伙伴。

红色和棕黄色皮绳、麻绳连缀而成的牛

皮铠甲片，历千年仍厚重坚韧，也让后人得

以窥见唐朝戍边将士“黄沙百战穿金甲” 的

风采。

遗址出土的《韩朋赋》残片。

遗址出土的铠甲残片。

遗址出土的家书残片。

遗址出土的兽夹。

� � �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左一）与队员

整理出土文书。

考古发现

俯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