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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瑜 通讯员 朱 桦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代小佩）近

日，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完 成 了 第 100 场 公

演。该剧讲述了邓稼先为新中国核

事业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故事。

伴随《马兰花开》第 100 场公演

的举办，2024 年“共和国的脊梁——

科 学 大 师 宣 传 工 程 ”演 出 季 也 正

式 拉 开 帷 幕 。 演 出 季 期 间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话 剧《钱 学 森》、西 北 工

业 大 学 话 剧《大 国 之 蓝》、中 国 地

质 大 学 话 剧《大 地 之 光》、同 济 大

学话剧《国之英豪》将走进山东、香

港等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南大

学等 40 余所高校也将 陆 续 推 出 科

学家主题剧目。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副部长宋

玉荣表示，“共和国的脊梁——科学

大师宣传工程”就是要用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科学家故事，最

大限度地激发家国情怀和创新自信。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科协联合

教育部等部门深入实施“共和国的

脊 梁 —— 科 学 大 师 名 校 宣 传 工

程”，以“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长”

的方式，彰显中华民族不会忘记、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的

工程理念，支持清华大学等高校以

邓 稼 先 等 科 学 大 师 为 主 题 创 排 演

出舞台剧。

清华大学原创剧

《马兰花开》完成百场公演

到一个地方，要想迅捷地了解它

的历史、地理、人文、经济、民俗等，参

观博物馆是首选。近日，在给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7所中小学做了 7

场科普讲座后，我抽空参观了鄂尔多

斯博物馆。

博物馆地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的中心地带，主体建筑如一块巨大

的棕红色磐石，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

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建筑师马岩松设

计，造型犹如鄂尔多斯地区特有的红

色砒砂岩，象征着鄂尔多斯人坚毅的

精神。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

母亲河——黄河，从西、北、东三面流

经河套地区，形成了一个环抱的“几”

字形弯，弯的南部是绵延万里的长

城。鄂尔多斯就坐落在这三面环黄

河、一面临长城的“几”字形弯里。我

参观的是博物馆常设展览“黄河从这

里的草原流过”，期望从历史演进和

文化内涵的视角，透过文化遗产精

华，一窥鄂尔多斯古代先民的伟大创

造与地域文明的璀璨。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

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从蒙昧

的远古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人类活动

的重要区域，桌子山的岩画记录了先

民们的生活、生产场景。第一展厅

“多元文化的萌生之地”用 2000 多件

（套）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文

物，诠释了“史前—夏商周时期”的文

明演进。

1922 年至 1923 年，法国地质古

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发

掘了位于现鄂尔多斯市西南部乌审

旗的萨拉乌苏遗址。遗址出土了约

200 件石器，发现了一枚幼童上外侧

门齿化石，并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

人牙”。这颗人齿化石连同之后在这

里陆续发现的其他人骨化石，就是我

们今天所知的“河套人”。

在未发现“河套人”之前，中国

究 竟 有 没 有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存 一 直

是一个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

这一领域的考古空白，掀开了中国

古 人 类 研 究 的 新 篇 章 。 博 物 馆 内

展出的“河套人”头盖骨化石显示，

“ 河 套 人 ”生 活 在 距 今 大 约 5 万 至

3.7 万年前，在人种上属于黄种人，

其 体 质 特 征 属 于 人 类 进 化 史 上 的

晚期智人阶段。

第二展厅“中原王朝的经略”展

出了“秦汉—隋唐时期”的 900 多件

（套）文物，其中 1976 年出土于杭锦

旗锡尼镇阿门其日格的汉代中阳铜

漏格外引人瞩目。它是一件青铜铸

件，古代用它来计时。我国在西汉时

期就已发明计时器，并建立了报时制

度。这件文物于西汉成帝河平二年

四月（公元前 27 年）在古千章县铸

造。西汉时期，千章县属西河郡，在

今鄂尔多斯辖区内。

中阳铜漏的壶身为圆筒形，通高

47.9 厘米，直径 18.7 厘米，容量 6384

立方厘米。壶身近底处向下方斜伸

出一泄水管，蹄形三足支撑壶身。壶

盖上方有双层横梁，壶盖与两层横梁

的中央有上、下对应的 3 个长方孔，

用以安插沉箭。壶内底上铸有阳文

“千章”二字，壶身外部泄水管上方，

竖行阴刻有“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

河平二年四月造”等文字，第二层横

梁上刻有“中阳铜漏”字样。这是迄

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容量最大、保存最

完整、结构最成熟，且刻有明确制造

年代的泄水型沉箭式计时漏壶，可谓

举世罕见。

从宋、元到明、清，鄂尔多斯地区

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管辖

范围，但各民族共生共存却是这一时

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第三展厅“多

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展出的 1300 多

件（套）文物，分别出自宋代、西夏、元

代、明代、清代，彰显了“宋元—明清

时期”这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碰撞、

恩怨情仇和相融共处。

宋代，鄂尔多斯地区虽然主要

是西夏政权的管辖区域，但也有宋、

辽所属的府州建制。元朝统一后，

在黄河沿岸实行农牧并举政策，鄂

尔多斯地区主要是安西王的皇家牧

场。入明以后，随着鄂尔多斯部的

迁入以及“隆庆和议”的达成，民族

与文化的交流、互通得到进一步加

强。清代以来，盟旗制度等政策的

推行和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

这一区域在保留浓郁民族传统文化

的同时，又融入了多元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的大潮。

如今的鄂尔多斯，资源禀赋突

出，转型步伐加快，经济实力强劲，

发展环境良好，民生品质卓越，入

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享有“暖

城”之美誉，充满了勃勃生机。有

感于斯，我谨填《苏幕遮》词一首，

以表情怀：“大河弯，长城立。远古

先人，对话寻遗迹。岩画天书存旧

忆。民俗风情，多彩迷人戏。阅春

秋，犁剑替。民族交融，共铸同心

璧。筚路蓝缕行砥砺。新貌暖城，

洋溢昂扬气。”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
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原党
委书记）

追寻先人足迹 了解多元文化
——参观鄂尔多斯博物馆常设展有感

近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舞台上风起

“云”涌。作为“大戏看北京”2024 展演

季系列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首部

科技题材芭蕾舞剧《壮丽的云》闪亮登

场。当舞台上那朵象征中国科技力量

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观众席爆发出持

久的雷鸣般掌声，这不仅是对科学家们

的崇高敬意，也是对演员们辛勤付出的

褒扬。

该剧以苏州籍“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王淦昌的事迹为蓝本，通过

芭蕾舞的形式，深情再现了老一辈科学

家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攻克重重难

关，完成原子弹研制的壮丽征程。

《壮丽的云》的创作始于 3年前。

2021年末，在苏州芭蕾舞团成立 14

周年之际，苏州芭蕾舞团团长王全兴有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创作一部反映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芭蕾舞剧，将

科技的力量感与芭蕾的形体美进行前

所未有的“碰撞”。

王全兴曾任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

记、副团长，他深知用芭蕾去表达科研故

事，难度极大，编舞更具挑战。为此，他

特地邀请了在舞蹈界享有盛誉的苏时进

加盟，希望对方能攻克编舞这一难题。

然而，《壮丽的云》不仅需要用足尖

语言展现科学家们的科研攻关历程，还

要与观众产生情感勾连，这让苏时进在

创作之初陷入困境。

在 深 入 青 海 核 武 器 研 制 基 地 寻

访，在聆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王淦昌助手口述历史后，苏时进决

定，以王淦昌为原型，塑造剧中男主角

王皓云，以他与爱人间的“三次离别”

构建起整个故事，用情感的力量打动

观众。和场面宏大、波澜壮阔的集体

科研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家

和妻子之间不舍离别、互相思念的缠

绵之舞，突出了英雄有血有肉有情有

爱的一面。舞蹈融合了芭蕾舞、现代

舞等不同舞种，尤其凸显“江南芭蕾”

特色。独具匠心的“雨帘舞”“苏绣舞”

将姑苏女子的柔情缱绻展现得淋漓尽

致，也让这部作品既有大国之情，又有

小家之爱。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九次运算……

如何用抽象的芭蕾语言艺术性地表现

科研攻关场景是该剧的看点，也是难

点。主创团队创意性地将科学家们遇

到的各种无形的科研困难具象化、拟人

化。尤其是在还原“九次运算”场景时，

“珠算”舞段加入算盘声，烘托出了科学

家紧张而缜密的研究氛围……王全兴

说，这些“科技含量”极高的情节，打破

了人们对古典与现代芭蕾的惯有印象，

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最后的原子弹

爆炸场景，他们不仅用炫目的多媒体技

术营造出了强烈的视觉效果，更借助舞

蹈演员们绚丽的服装和激情的舞蹈，将

这伟大壮丽的时刻渲染得淋漓尽致。

今 年 是 我 国 第 一 颗 原 子 弹 爆 炸

成 功 60 周 年 ，中 国 芭 蕾 史 上 的 里 程

碑之作——《红色娘子军》也迎来首演

60 周年。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人，其海内外演出总场次已超过

4000 场。作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洪常青的第三代扮演者，王全兴和所

有中国芭蕾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在

经典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继续用芭蕾语

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过去饰演洪常青时，王全兴专程去

学过京剧演员的身段、亮相等。在《壮

丽的云》创排中，王全兴不仅要求青年

演员完成芭蕾舞训练，还要求大家深入

了解“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感

人故事。

2023 年 6 月，《壮丽的云》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首次亮相，便获得社会各界

的高度评价。2023 年在西班牙进行国

际巡演时，演员们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与 7次谢幕的荣耀。

“我从未如此期待过一个舞剧的诞

生……”王全兴在采访中多次表达了自

己对《壮丽的云》的看重。他深信，随着

时光的打磨，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创作初

衷——用芭蕾语汇讲好中国科研故事、

舞动东方神韵，将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

内涵和深刻的艺术魅力。

以舞之美展现“两弹一星”精神

“科幻电影《未来星球》有了新进展，不久后将会正

式开始拍摄。”日前，记者接到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武的电话。距离第一次听

张文武提起他的科幻电影，已经过去了 5年。

2019 年 ，张 文 武 的 科 幻 小 说《未 来 星 球 2049》

出版。当时，他就有意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大

银幕。

近些年来，我国科幻影视业得到长足发展，各种类

型的科幻影视作品数量越来越多。2020年，《关于促进

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

成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推动我

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乘着时代的东风，张文武的梦想得以起飞。现在，

他有了一重新的身份——电影《未来星球》总编剧。

科幻与科研两不误

张文武曾在航天一线工作多年，对航天事业感情

深厚。他笔下的《未来星球 2049》大气磅礴，以中国航

天人和科学家为主角，讲述 2049 年前后，中国引领世

界宇航探索和文明发展，带领世界人民战胜超级灾难

的壮举。

张文武的主业是科研。他是著名的激光加工专

家，已经申报 200多项发明专利。

张文武认为：“科幻创作与科研工作并不矛盾。科

幻是另一种科技创新活动，是我的思维体操。”

这位科学家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科幻小说。现

在，他随身带的笔记本里，近五分之一的内容是他对光

学的“新猜想”，亦科亦幻。在他看来，科幻是创新性研

究的重要助推剂。

“要颠覆性创新，就得跳出常规路径，打破思维惯

性。”张文武发现，在科幻创作时，思维状态更加奔

放，更容易迸发出灵感。在他看来，写作不是负担，

是乐趣。

科幻小说会提出极端场景下的极端问题。比如，

危急时刻，人类需要一种用 7 天时间就能从地球飞到

火星的飞行器，用常规动力显然不可能。有没有缩短

时间的新方案？

1997 年，张文武在科幻小说中首次提出应该使用

光子发动机。20 年后，2017 年，近光速粒子推进方法

和系统成为他主导的一项原始发明专利。

张文武还设想了一种月球飞行器，不使用常规燃

料，却能在真空条件下在月球上起飞。这种飞行器可

以克服月球车行驶缓慢、难以爬坡过坎的不足，探索月

球上更多的地方。相关发明近期已经在日本、俄罗斯

等国获得国际专利授权。

敢为天下先，是颠覆性创新者必须拥有的精神气

质。

“如果我不写科幻，大概率不会想到这些主意。如

果不热爱科研，这些主意大概率不会转化为专利。”在

张文武笔下，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描写，其实是对未来的

纪实性预言。

他一直心心念念要把关于中国航天的科幻小说搬

上大银幕。“电影能够让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更

好地走入大众内心。科幻电影还能让前沿的科学知

识、未来科技、科学猜想广为人知，激发大众的想象

力。”张文武敏锐地意识到，科幻电影是文化阵地，其所

反映的是大国实力和大国自信。在这样一块阵地上，

应该有中国声音。

科学家和电影人的相遇

郁刚是科幻电影《未来星球》的签约导演，他曾经

担任《流浪地球》的 B组导演。郁刚自认有“反骨”，“要

干，就干特别难的事”。拍科幻电影，本身就是一件特

别难的事。

曾有专家指出，中国科幻影视产业目前仍面临工

业化水平不够、创意人才不足、投融资机制不够健全等

问题。国产科幻电影投融资仍存在“雷声大、雨点小”

的困境。

郁刚近些年来一直在做科幻影视。他深知，拍科

幻得有情怀，要扎进去做事。拍摄《流浪地球》的经历，

也让他非常清楚，拍摄一部科幻电影，必须按照工业化

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

两个有情怀的人相遇，合作也就顺理成章。

郁刚高度认可张文武剧本的科幻创意和世界观。

“这是一部科学性极强的科幻电影，我们将竭尽全力，

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极致，确保在科学性和艺

术性上都能达到较高的标准，为观众们带来全新的影

视体验。”郁刚说。

科研人员和影视从业者的合作是一个思维碰撞、

相互妥协和学习的过程。张文武及顾问团负责把握

科学性，专业电影人则负责进行艺术升华，力争根据

电影的创作规律，打造出立意高远，又能打动人心的

科幻电影。

制片人董董也在紧张地推动着《未来星球》的一项

项工作。

2014年，董董在上海看了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

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之后便萌生了拍摄科幻电影的

念头。“当时，我甚至原创了一张科幻电影大海报，悬挂

在办公室内，以此激励自己和团队。”后来，机缘巧合，

她读到了张文武写的小说《未来星球 2049》。董董深受

启发，决定将这部作品作为自己科幻电影创作的起点。

“做小事可以靠兴趣；做大事必须靠情怀。因为情

怀，我们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敢于破釜沉舟的人上了这

艘‘未来星球宇宙飞船’。”董董透露，《未来星球》是一

部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科幻影片，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学元素，努力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又

饱含希望的未来世界。为此，电影主创团队有一系列

机制性的创新。

用科幻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未来星球》完成国家电影局立项备案。

2023 年 7 月，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发函同

意担任摄制指导单位。中心认为，电影主要人物形

象塑造体现了航天精神，故事情节设定与航天科技

进步相关，并期待电影打造成为传播航天文化的精

品力作。

2024 年 2 月，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同意担任

电影的联合摄制单位，并认为电影主题内容与中国航

天科技发展、未来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密切相关，希望这

部电影能弘扬中国工业精神，传播新时代中国工业形

象，讲好中国工业科幻故事。

“只要行动，就有成功的希望。”张文武感叹，一路

走来，他和团队得到了许多帮助。“大家的目标是一致

的——通过高质量的科幻电影，讲好未来中国的精彩

故事。”

《未来星球》的科学顾问团目前已经包含 20 余位

科学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激光加工专委会、北

京天文馆等单位的专家将为《未来星球》提供科学指

导。他们的专业知识能保障电影的科学性。

团队很确定，当代中国呼唤更多的科幻作品问世，

尤其是科学性强、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相关的硬科幻。

一个科研人员看似遥远的科幻电影梦，正在一步

步成为现实。

一位科研人员的科幻电影梦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图为《壮丽的云》剧照。 苏州芭蕾舞团供图

图为鄂尔多斯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近日，由中国科技馆与中国煤矿文工团联合打造
的沉浸式科学舞台剧《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在中国
科技馆举行首演。该剧以“天关客星”与“蟹状星云”的
古往今来为引，通过古今穿越的剧情及多维度舞台设
置，讲述中国科学家对未知领域不懈探索，推动科技进
步，点亮文明烛火的故事。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学舞台剧

《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