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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彰显汉代“武功军威”而得名的

甘肃武威，是河西走廊的门户，也是当

时的贸易集散中心。历史上，不少学

者和名门望族迁居至此，留下丰富的

文化遗存。1959 年以来，600 余枚武

威汉简陆续出土，还原了河西地区文

化交流、社会安定的风貌。保存完好

的《仪礼》简为什么出现在武威？王杖

简、医药简会解开怎样的历史谜团？

这些疑问都能在《简牍探中华》之《武

威汉简》中寻到答案。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

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

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二字

深 深 浸 润 于 华 夏 儿 女 的 血 脉 之 中 。

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的《仪礼》简

保存完整、墨迹如新，是目前所见最

古老的抄本，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

传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节目访

谈现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副主任刘国忠结合成语“一体

同心”，阐述《仪礼》简传递出的思想

观念和礼仪习俗。

同样出土于磨咀子汉墓群的王杖

简则帮助后人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了汉

代尊老、养老制度。王杖，是汉代政府

授予年七十以上长者的官方凭证，持

杖老人可以享受多种优待，王杖简中

就 有“ 使 百 姓 望 见 之 ，比 于 节 ”的 记

载。对于杖首的鸠鸟形象，中央民族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解答道：

“老人容易咳呛，而鸠鸟吃食不噎，另

外古代‘鸠’和‘九’近音，象征长寿，这

两种解释都代表了对老年人的尊重和

美好祝福。”

蕴含丰富医学资源的武威汉简医

药简记录了“治伤寒逐风方”“治目痛

方”等三十余则精妙方剂，其中“治伤

寒逐风方”是中国古代早期治疗风湿

病的罕见药方。在《简牍探中华》节目

中，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睿，甘肃省

中医专家张延昌、苏小军分享这一古

老药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介绍，该

研究发现以现代科研手段实证了武威

汉简医药简“治伤寒逐风方”的科学内

涵，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二

武威汉简《仪礼》简、王杖简、医

药简出土于不同的墓葬之中，节目基

于此，首次采用单元剧的形式，通过

三个主题鲜明的故事，一步步探知浓

缩 在 武 威 汉 简 笔 墨 间 的 河 西 历 史 。

教授《仪礼》的文学官、获赐王杖的老

者、悬壶济世的医者分别由演员高曙

光、范明、杜源饰演，他们在实景戏剧

舞台逐一登场，从各自视角娓娓道来

千年前的河西往事。此外，节目也对

汉代河西走廊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了

精彩呈现。

1996 年 ，武 威 汉 简 中 的《仪 礼》

简 、王 杖 简 和 医 药 简 被 国 家 文 物 局

文 物 鉴 定 专 家 组 确 认 为 国 宝 级 文

物。从礼仪风范、道德风尚，到医学

发 展 ，重 见 天 日 的 武 威 汉 简 承 载 着

先 辈 的 智 慧 ，也 让 今 人 得 以 触 摸 中

原文化向西传播的历史脉络。如西

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田 河 所 说 ，武 威 汉 简 中 有 条 不 紊 的

简文记录、真实细腻的笔触，传递着

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对文化传

承的深刻理解。

（稿件来源：央视）

探秘武威汉简 讲述河西往事

在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现实主义

电影发展要追溯到与戏剧息息相关

的舞台剧中，随着时代的变革，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应

运而生。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在中国

电影发展史上不可或缺，而且被赋予

更多时代内涵与价值导向。随着电

影产业化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电影

工作者们更加注重电影作品思想性、

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相结合，创作出众

多极具艺术内涵和民族文化的新主

流电影。

立体化的典型人物塑造

电影是艺术创作的结晶。艺术

创作者将自身价值观念通过具象化

的人物塑造，以视听呈现的方式传递

于大众视野。伴随着重大历史节点，

影视行业以国际化的视角、年轻态的

表达创作出一批又一批现实主义佳

作。《八佰》《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

等一系列电影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

都收获了不凡的成绩。其成功离不

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叙事的

共性。

值得注意的是，影视创作者越来

越注重贴近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一改扁平化风格。因此，优秀的现实

题材电影往往注重挖掘典型人物的

立体化形象，通过细节叙事从而达到

与观众共鸣、振奋人心的目的。

“以小见大”的典型叙事策略

家国情怀、个体叙事是新时代现

实 主 义 电 影 创 作 的 主 要 特 征 之 一 。

一部影片的内容是否饱含情感、能否

感染观众，取决于能否通过恰当的叙

事手法来进行情感的传递。新时代

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更加关注个体

命运，唱响万千个体汇聚的主旋律。

例如《我和我的父辈》，影片除继承以

往宏大叙事背景以及民族精神内核

之外，将四个段落代表的四个时期聚

焦到每一个家庭背后，讲述父辈们的

故事。四个父辈形象虽身处不同历

史时期，但都体现出中华民族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影片从小

的切口入手叙事，在反映时代背景的

同时，在家国叙事中点燃观众的爱国

主义情怀。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道路上，现实

题材的作品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并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

践创新，努力探索书写时代风采、彰

显文化自信的全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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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出品

的《星星的故乡》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该剧讲述了在宁夏贺兰山下的戈

壁滩上，两代葡萄酒产业辛勤耕耘与

开拓者们心怀梦想，以矢志不渝的创

业精神，书写了“戈壁变绿洲”的故事，

展现了两代葡萄酒人坚守传承、攻坚

克难的精神面貌，引发了观众的广泛

共鸣。

《星星的故乡》是首部以葡萄酒全

产业链为题材的电视剧，该剧以宁夏

这片土地上葡萄酒产业的兴起为背

景，深入刻画了主人公们面对困难与

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以及他们为实现

梦想所作出的牺牲与奉献，不仅书写

了返乡剧对现实的多重关切，也让更

为年轻化的乡村振兴故事走入观众的

心中。

该剧不仅是一部聚焦宁夏葡萄酒

业变迁的作品，也是一部通过小切口

讲述大时代的力作，生动展现了百万

亩葡萄长廊汇聚起越来越多的葡萄酒

“追梦人”，葡萄酒产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关于葡萄

种植与酿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更是

关于两代人不忘初心、勇于坚守与创

新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还有着鲜明

的地域特色。为了真实呈现葡萄酒产

业的发展现状，《星星的故乡》团队进

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工作，在剧中展现

了贺兰山地区的悠久历史与地域地貌

特点等独有元素，渗透着深厚的地域

文化底蕴，观众在观看剧集的同时，也

能深入了解葡萄酒乡的魅力。

同时，该剧以亲情、爱情、友情、乡

情为支点，用动人的笔触塑造了丰富

的角色群像，从怀揣梦想的酒庄庄主

欧阳父女，到石头村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工，从整日沉醉于酒窖里的酿酒

师齐路、石茗山，到一心扑在葡萄酒事

业上的好干部秦贺明……这些真实的

人物有着不同境遇、不同层次的梦想

与追求，但他们都在贺兰山东麓拼搏

奋斗、向阳生长。《星星的故乡》力求剧

中人物贴近真实生活，而该剧带给观

众的共情也正是源于全剧在人物形象

塑造上的立体化和多样化。

《星星的故乡》更在于传达其深层

次的主题——乡村振兴与个人成长。

欧阳易星毅然承担起企业发展的重

担，展现了新一代“葡萄酒人”的坚韧

与智慧；齐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毅力，

逐渐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信任。他

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缩影，也

是葡萄酒业变革的见证。由此，该剧

立足中国葡萄酒产业振兴，生动讲述

了中国宁夏葡萄酒产业者们积极沟通

世界、创新不止的故事，塑造了开放包

容、积极自信的新时代中国产业者形

象，更致敬那些默默坚守、勇于创新的

中国葡萄酒人。

更为可贵的是，该剧还通过现实

书写，让共鸣感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

向人们传达出积极、正向的价值观。

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怀揣着各自的梦

想——欧阳易星的音乐梦想，齐路的

酿酒师梦想，走进观众视野，在面对现

实时，发生错位与偏离，但齐路坚持不

懈，欧阳易星在梦想与现实面前选择

了担当，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初

衷……剧集照进现实，用鲜活的影像

呈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给予年轻

人不断勇往直前、实现自我的勇气。

以青春叙说情感，以个体见证时

代，《星星的故乡》将返乡创业题材搬

上荧屏，以温暖的底色关注年轻人返

乡创业、乡村振兴等热点议题，让青春

价值与时代精神交融。这种现实性和

情感性的共存正是该剧能够在众多作

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轻快的节

奏、流畅的剧情，在体现社会厚度的同

时，也以温暖动人的真情流露引发共

鸣，为返乡剧注入正向价值和人文温

度，拓宽了返乡剧的容量与边界。

□ 牛梦笛

书写返乡创业的青春梦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老

敬老的传统。在 2000 多

年前的汉代，“王杖”是授

予七十岁以上长者的官方

凭证，类似今天的“老年优

待证”。“王杖”为什么以鸠

鸟的形象作为杖首？持杖

老人可以享有哪些优待？

近日，《简牍探中华》在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重现甘

肃武威汉简中描述的故事

场景，从礼学传承、尊老制

度、医学发展三个方面，展

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历

史风貌。

杂

谈

《简牍探中华》之《武威汉简》实景戏剧场景

1959 年 7 月，甘肃省武威市磨咀

子墓群出土了 460 余枚《仪礼》简，简

册齐整，内容丰富，震动了国内外学

术界。此后的 10 余年间，武威市又先

后出土了王杖简、医药简，与《仪礼》

简一同展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尊老

制度、医药实践、礼仪习俗等方面内

容，在甘肃简牍乃至国内简牍史上占

有非常重要的席位，被国家文物局文

物 鉴 定 专 家 组 确 认 为 国 宝 级 文 物 。

《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现藏于甘

肃省博物馆。

半个多世纪后，经过数代学者的

孜孜追求和苦心钻研，对于各类简牍

的研究早已车载斗量。在科技社会

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学术考究已

不再是历史文物文献解读的唯一途

径，视听语言的传播、文化创意的衍

生等成为文物诠释和利用的新路子，

深受大众的喜爱。近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首档聚焦简牍的大型文化节

目《简牍探中华》，通过“实地探访+实

景戏剧+文化访谈”的创新表现形式，

探访全国各地的简牍出土地，演绎简

牍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故事，社会反响

热烈，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首先，节目制作非常严谨，遵循

历史真实。日前播出的武威汉简中，

历史场景的搭建、人物故事的讲述，

以及官署地名、服饰道具等，都十分

贴近汉朝时期的历史事实，体现出了

不俗的专业功底。演绎《仪礼》简时，

节目从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讲起，到

新莽时期的政局混乱，一位名为“瑾”

的文学官避居武威，与他的学生们一

起布化礼经、救济百姓，个人的命运

与时代的背景结合，历史的厚重与沧

桑扑面而来。

其次，节目在细节方面，也是竭

尽心思。如突出展示《仪礼》简中的

削刮、修改的痕迹，推测简册是墓主

人经常诵读之物，极具生活质感的场

景，拉近了历史与观众的距离。再如

演绎王杖简时，从人物持有鸠杖时的

荣耀，再到鸠杖不慎折断时的惊惧，

入木三分的表演，既体现出王杖的尊

贵，也突出了王杖在汉代王杖制度中

的 象 征 意 义 ，这 一 设 置 可 谓 点 睛 之

笔 ，将 文 物 的 内 涵 价 值 彻 底 呈 现 出

来，曲尽其妙。

总之，《简牍探中华》将一枚枚简

牍搬上荧屏，挖掘文物背后的内涵，

追寻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根脉，让大众

感悟到传统文化的厚重与魅力。有

“料”、有“品”、有“趣”的节目内容，做

到了让简牍“活”起来。

甘肃地域广博，文明源远流长，

一件件陈列的文物既是绵延历史的

见证者，也是多元文明的承载者。在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如何更

好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简牍探中华》为我

们提供了新视角。我们不仅要挖掘

文物本身蕴含的历史“深度”，还要赋

予文物应有的“温度”，将历史文物与

现 实 关 怀 联 系 起 来 ，让 大 众 走 近 文

物、走进历史，实现史、物、人之间联

动 ，才 能 释 放 出 文 物 最 大 的 内 涵 价

值，才能更好地感知历史，传承文明。

（作者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研

究馆员）

□ 贾建威

感知文物的“深度”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