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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来自黄梅戏发源地的湖北黄梅
县黄梅戏剧院，在武汉燃起一团改革之火。

12月8日晚，由黄梅县黄梅戏剧院演出
的黄梅戏音乐剧 《我的乡村我的亲》 在武
汉首演大获成功，珞珈山剧院一片沸腾。

《我的乡村我的亲》故事开始，在四部
混声合唱的“封村”音乐及紧张的警笛声
中，将现场观众再度穿越到庚子年初疫情
暴发时的紧张瞬间。这出黄梅戏音乐戏
剧，讲述了一对医护夫妻和一个村的抗疫
故事。故事全剧的轻喜风格、灵动样式、
乡土气韵，使观众连连叫好。

作为中国传统八大剧种之一的黄梅
戏，像其他京剧、评剧、豫剧、越剧、秦
腔、昆曲、粤剧等传统剧种一样，面对着
改革的呼声。戏曲的创新比其他任何一种
艺术形式都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

传统剧种改革，一般体现在唱段唱腔
上的改革。黄梅县作为黄梅戏的发源地，
2006年6月2日，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北黄梅县黄梅戏
与安徽安庆市黄梅戏并列入选在列。黄梅
县的黄梅戏带有原汁原味的特色。《我的乡
村我的亲》 这场音乐剧种的创新，是对黄
梅戏的唱段进行流行音乐式的改编。比
如，可能前一句还是一句黄梅戏，中间一
句流行音乐会不经意间穿插进来，但你从
中还能听出黄梅话的味道，两厢融合，浑
然一体。欣赏该剧，无论是唱词、还是说
词，都不是单独出现，而是彼此交融，达
到理想的艺术效果。

改革黄梅戏，添加音乐成分，在表演
风格上就有别于传统表演程式。黄梅戏音
乐剧《我的乡村我的亲》，讲述了新冠疫情
暴发的某个时间点，在一个村庄里，数个
人物在故事中陆续出场：整日在村里巡逻
的村支书、村支书的儿媳妇、儿子；一名
医生一名护士夫妻，疫情将两人阻隔，两
人通过手机遥寄相思；武汉返回的感染者
与他的寡妇情人，一个是整部剧的矛盾冲

突点、一个是笑料制造点；再就是五保户
奶奶。这几个人物的出场，与戏曲表演区
别在于，彼此之间并无太多交集，但彼此
却组合成了一个生动的“我的乡村”。每一
个角色出场都会吟唱一段自己的故事，但
所有的故事却又组合成疫情下一幅完整的
生活画卷，在这个画卷中，每一个角色都
生动形象，各具特色。

传统戏剧改革，切忌丟了传统内核，
正如给孩子洗澡，倒水时“切忌把孩子也
倒掉”。黄梅戏音乐剧 《我的乡村我的
亲》，兼具黄梅戏和音乐剧的内核。正如专
家所言: “黄梅戏音乐剧 《我的乡村我的
亲》 语言鲜活、接地气，尽管引入多种音
乐元素，但全剧没有离开黄梅戏的根。”可
以说，它是一部添加音乐元素的好看的黄
梅戏。这部戏虽说大胆创新，却又是恪守
戏剧舞台艺术创作规律。

黄梅戏的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中影响深远。正像京剧艺术等

其他剧种一样，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到现
在，黄梅戏的艺术形式，观众面受其他现代
艺术形式的冲击较大。在价值多元化的影响
和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下，黄梅戏的欣赏
者，欣赏的口味更挑剔了。仅仅延袭传统唱
法，已满足不了新老观众的需要。

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注
入创新元素，使传统剧种更具活力？黄梅县
黄梅戏剧院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的创新是
值得肯定的。正如上世纪曾尝试钢琴伴奏京
剧《红灯记》曲目片段，激活了崇尚“阳春
白雪”观众的兴奋点一样。黄梅县黄梅戏将
现代通俗音乐融入剧情，会赢得更多崇尚戏
剧也喜欢音乐的新老观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黄 梅 戏 创 新 展 现 抗 疫 生 活 画 卷
□□ 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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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引
进出版了兰迪·奥尔森的《科学需
要讲故事》，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有
所成就，而后又从科研领域跨界转
向影视行业的专业人士，奥尔森把
科学传播与影视表演进行了有机的
结合，并且对改善科学传播提出了
非常具有操作性的一些建议。

近年来，随着从事科学传播的
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对科学传
播实践的不断拓展，科学需要讲故
事的理念逐渐成为科学传播从业者
的共识，同时也成为在实践中贯彻
的一个理念。

如果说科学需要讲故事，那么
科普就应该是在讲述有关科学的
故事。聚焦于科学传播学术研究成
果的期刊也把如何讲好科学故事，
或者说叙事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作
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奥尔森在书中
提到了讲好科学故事的一些模板，
而且他认为，学术论文实际上也是
在讲故事，只不过它讲故事的模板
是学术共同体非常熟悉但外行却不
甚了解的。因为它的语言，行文风
格都有着固定的风格，而如何从科
学论文所讲述的故事转向做好科学
传播所需的故事是值得认真切磋琢
磨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不
同的场合都听到了从事科学传播的
一些达人和专家，结合自身的实践
谈到科学需要讲故事的话题，这也
可以从一个方面表明，讲故事已经
成为很多从事科学传播的人所采用
的一种方法和技巧。

实际上，讲故事是非常有效的
传播方法，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科
学传播。因为人类就是一个善于讲
故事的物种，如果让我们回想一下
自己有生以来的一些重要事件，那
么极有可能的是，把这些事件串联
起来的或者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的
东西往往都是一些故事，当然也有
可能是“事故”，而事实性的东西
可能不会太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表
明了故事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安妮特·西蒙斯在
《故事思维——影响他人、解决问
题的关键技能》一书中更是认为我们正在开创一
个“故事复兴”的时代。而且“讲故事是获取信
任的捷径”，我们常说的一个观点是，科学传播
首先需要建立信任，并在信任的基础上去传播我
们意欲传播的内容，所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能够
更好地与目标对象产生共情，也就是“同频共
振”，这样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做好科学传播工
作，毕竟在我们努力地去影响别人之前，只有赢
得足够的信任才能成功传递我们的信息。

所以要成功地成为科学传播者，我们需要做
的不光只是让科学事实对普通受众来说更容易获
取，还要在情感上跟他们建立起友好关系。或者
说讲故事不仅仅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
渔”。因为好的科学故事不仅仅是让人们获得了
技能和知识，而且还能让他们懂得如何学习其他
知识和技能。

在我们刚刚翻译完成并出版的《科学新闻导
论》一书中，作者也专门利用一个章节谈及科学
记者如何讲好科学故事的话题。这也可以从一个
侧面表明，科学需要讲故事已经越来越成为科学
传播领域的共识。

科学需要讲故事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
做起来往往并不容易，因为讲故事就要涉及到框
架的采用，而这又可能牵扯到在素材选择上的取
舍，进而让一些科研人员认为这损失了某种意义
上的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待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是要
固守某些精雕细琢的科学性而让传播的内容艰涩
难懂，传播的效果不甚理想，还是我们在保证一
定科学性的基础上让所传播的内容更“接地
气”，更有一些“烟火气”和故事性？

如果我们以科普作品来作为例子的话，那
么实际上不难发现，好的科普作品往往也是讲
好科学故事的精品，因为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
上都是科研人员自己的心路历程，通过讲故事
的方式带领我们这些读者再次去“复盘”他们
的科研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传递了
科学知识，更让我们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科学研
究的本质，甚至是领悟到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等更加重要的内容。而这也是讲述科学故事所
要实现的目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
以，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共同践行科学需要讲故
事的理念，讲好科学故事吧。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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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仪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
一。除非1月前两天有非常特殊的天象事
件发生，否则象限仪流星雨会是开年大戏
的首场演出。象限仪流星雨的活跃期在十
二月末到一月份的前两周，峰值在1月3
日到 4 日之间。2021 年 1 月 3 日将迎来象
限仪流星雨的极大。在1月3日22：30前
后，预计每小时天顶流量 （ZHR，是指
在流星雨观测中，一名观测者在极限星等
6.5 等、天空无云、辐射点在天顶的最佳
状况下，每小时所能看到的流星数）可以
达到110，这个数值比多数流星雨的ZHR
数值都要高。但是2021年1月3日是农历
十一月二十，象限仪流星雨会受到下弦月
的干扰，不利于观测。

象 限 仪 流 星 雨 的 辐 射 点 为 赤 纬 +
49°，在地球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地方，
可以赶在月亮升起来之前欣赏。大部分
流星雨的峰值阶段可以持续两天左右，
而象限仪流星雨的峰值阶段只有约 4~6
个小时。这就要求除了地理位置靠北以

外，经度也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而且还
要避开月光。

流星雨专家彼得·詹尼斯肯斯在2003
年发现象限仪流星雨的母体是 196256 号
小行星（临时编号2003 EH1）。2007年天
文学家确认196256号小行星是C/1490 Y1
彗星解体后留下的慧核。C/1490 Y1 在
1490年碎裂，有学者指出彗星碎裂事件与
1490年发生在中国甘肃与陕西交汇处庆阳
的“庆阳事件”有关。但是庆阳事件与象
限仪流星雨的时间间隔较大，相关联的可

能性不大，喜欢研究古天文的读者可以继
续研究。

象限仪流星雨的观测数据中，无线电
和雷达观测的暗流星数量，比目视和拍摄
的亮流星数量的峰值一般会提前 14 个小
时。2016年在主峰值之前发现了子峰。在
某些年份，无线电的数据还会出现比目视
数据晚 9-12 小时的峰值。所以在流星雨
的整个活跃期，流星雨观测者都可以保持
关注。

象限仪流星雨的名字“象限仪”是一
个被废弃的星座的名字。象限仪座是法国天
文学家杰罗姆·拉兰德于 1795 年创造的。
1922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确认现代
88星座时，象限仪座被废弃了。象限仪座
的位置被并入天龙、牧夫、武仙等星座。象
限仪流星雨首次被记录是在1825年，当时
的报告指出辐射点位于象限仪座。1839年
两位天文学家分别独立的指出，象限仪流星
雨每年都会在固定时间出现。

象限仪流星雨的辐射点现在位于牧夫

座。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统一流星雨命名规
则之前，流星雨会使用各种方式进行命名。
后来IAU决定使用流星雨辐射点所在星座
来命名流星雨。做出这个决定时，象限仪流
星雨的辐射点位于天龙座，所以被冠以“天
龙座流星雨”的名字。而现在象限仪流星雨
的辐射点已经移动到了牧夫座，按照命名规
则，将会被叫做“牧夫座流星雨”。事实
上，有些书籍确实也这么做了。但是绝大多
数的大众媒体仍然在使用象限仪流星雨的称
呼。为了避免混乱，2009年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通过投票，决定将这个流星雨的名字统
一为“象限仪流星雨”。

近年来新发现的流星雨越来越多，为
了让流星雨的名字在各种文献中保持一
致，IAU流星雨工作组为每个流星雨进行
命名。命名方式为三个字母和三位数字。
现在在IAU流星数据中心的流星雨列表里
就有833个流星雨。象限仪流星雨现在最
正式的名字是：010 QUA。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象 限 仪 流 星 雨 ： 上 演 开 年 大 戏
□□ 宋 烜

78年前的今天，1942年12月25日，是
著名科学家牛顿 （1642-1727） 诞辰 300 周
年纪念日。当天，在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徐特立在会上作了题为 《对牛顿应有的认
识》的专题报告，介绍了牛顿的生平事迹、
创立经典力学的科学成就和深远影响，最后
谈到了我党对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战略设
想。随即，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
全文刊载了徐特立的演讲稿。

此举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
时期对近代科学革命的高度评价、对科学技
术的高度重视，并通过此举推动我党领导下
的抗日根据地的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

早在 1939 年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
施政纲领》中，就规定了“实行普及的免费
儿童教育”和“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
的任务。

1939年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
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和 1941

年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在开展科学研究和教
育以及各个分科学会的学术交流的同时，大
力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活动。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了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特别提出了

“科学大众化”的要求，要求“科学技术人
员努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把最基础的科学
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用新的观念、意识
和知识逐渐代替封建迷信思想、旧习惯和落
后的意识”。这里所说的“科学大众化”就
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普及”。

1941年9月21日，延安可以观测到日偏
食，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大家观
测，改变了人们认为日偏食就是“天狗吃太
阳”的错误观念，而且在《解放日报》上发
表“日食在科学上的意义”的科普文章。

虽然延安当时缺乏纸张和油墨，但边区
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吝惜过在科普宣传教育方
面的投资，除了充分利用边区编辑出版的报
刊杂志刊载科普文章、开辟专栏之外，也出
版科普小册子、挂图等。如《解放日报》创

办副刊 《科学园地》《卫生》，专栏“自然
界”“知识问答”“急救常识”等，从 1941
年到 1943 年间，就刊登了科普文章 190 余
篇。

当我们今天读到徐特立在《解放日报》
副刊《科学园地》创刊号上的祝词：“自然
的规律是必然的。科学！你替人类服务也只
能遵循必然的途径。”“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
虚的；同时，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所
以，学科和术科是科学不可分离的两个方
面。”真是仍然感到掷地有声，震人心魄！

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推动
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工农大众中普及科
学技术知识，陕甘宁边区每年都举办各种形
式的展览会。

1939年5月，举办了第一届边区工业展
览会，以兵工厂制造和修理的武器为主，以
及一些石油产品、生活日用品和印刷品，起
到了了解军工知识、促进技术进步、鼓舞人
民抗战热情的作用。

1940年1月，举行了第二届边区农工业

展览会，共展出各种产品 7000 余件，是边
区经济建设和生活资料的大检阅。

1941年8月，举办了第三届边区工业展
览会。

1944 年 3 月，举办了延安卫生展览会，
向大众科普了卫生是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息息相关的大事。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 1942 年 12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在革命圣地延安举办记
念科学家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活动，是在
抗日战争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在当时延
安自然科学院内建有的唯一的一幢科学馆内
举行的会议，这件事是非常难得的，是值得
后人称颂的。

同时，在西南地区重庆、成都、昆明、
桂林等地的物理学界、天文学界、数学界的
科学工作者也分别举行了纪念牛顿的报告
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前辈筚路蓝缕，
吾侪薪火传承；我们要不忘来时路，迈步新
征程。

革命圣地延安即使缺纸缺墨，也不能缺科普
□□ 王渝生

今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
举行了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量
子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下好先手
棋”。

问世 100 多年来，量子力学已先后孕
育出了原子弹、激光、核磁共振等技术，
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进
入 21 世纪，量子科技革命第二次浪潮来
临，正在催生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
测量等技术，改变和提升了人类获取、传
输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和能力。

由于量子科技应用面广，因此各国纷
纷加大研发的力度和资金的投入。目前，
美国预计十年内将拨款近 13 亿美元，全
力推动量子科学的发展。

随着量子力学百余年的发展，已能够
解决传统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 计算机
无法解决的复杂难题，比如，其计算能力
随着可操纵的量子比特数呈指数增长，利
用万亿次传统计算机分解 300 位的大数需
要 15 万年，而利用万亿次量子计算机只
需1秒。

12 月 4 日，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 刊
登的一篇论文提及，潘建伟教授研究团队
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成功研制出名
为“九章”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特定
算法上的效率比现有计算机快了一亿倍，
在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上更比去年公布的
谷歌 53 比特量子计算机悬铃木 （Syca-
more），快了近 100 亿倍！它能轻易破译

所有密码，迫使一切现有密码学重新改
写。此外，与传统通讯相比较，量子通信
能确保绝对安全。

上述的几个数字大到令人眼花缭乱，
为此，我试着用最浅显的语言来介绍一下
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

首先，让我先从传统计算机谈起。
传统计算机的最小信息单位是“比特

（bit） ”，一个比特上的信息要么是 0，要
么是 1。无论是早期计算机的电子管开
关，还是现代计算机的晶体管电压高低，
都是用物理的方法来描写 0 和 1 这两个状
态；而把 0 和 1 的开关操作连接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逻辑门；再把无数个逻辑门一
层一层地连接搭建，便成了计算机的运算
核心和控制核心，即计算机的大脑——中
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简称
CPU）。

那什么是量子计算呢？简而言之，就
是利用“量子叠加态”来做计算。而量子
计算的最小信息单位叫做“量子比特”
（quantum bit，简称 qubit 或 Q 比特），虽
然和传统计算机一样，量子计算机也是使
用 0 和 1，但有所不同的是，量子计算能
同时计算0和1。

也就是说，在传统计算机里，一个比
特在同一时间不是 0 就是 1，只存在一种
状态；但量子比特可以既是 1 又是 0，两
种状态同时存在。再说得详细一些，一个
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里，可以是 0，也可
以是 1，更可以既是 0 又是 1：它能同时处
于 0 和 1 的量子叠加态。这种独有的特性
就叫量子叠加，即比特经典状态的叠加
态，也就是我在之前的专栏文章中提到的

“薛定谔的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
态之中。

举一个小灯泡为例，在正常情况下的
任何时刻，它只能有一种状态：要么亮，
要么不亮。而如果这个小灯泡处于“量子
叠加态”的话，它便会呈现出又亮又不亮
的状态。尽管很难理解，但量子比特就是
处于这样的又0又1的状态中。

那么，这在计算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考虑三个比特，它们的状

态 可 以 是 000、 001、 010、 011、 100、
101、110、111，一共 8 种，每三个传统比
特可以代表 0 到 7 这 8 个数之中的一个。
比如说 （二进制的） 011 = （十进制的）
3，如果你想把八个数都写下来的话，需
要 3×8=24 个比特。但是，如果使用量子
比特的话，只需要三个数便可以代表从 0
到7这八个数的每一个数字了。

这就是量子计算最根本的优势，3 个
量子比特就可以代表 8 个数，依此类推，
N 个量子比特就可以代表 2N-1个数。千
万别以为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不可想
象的力量！因为，要用上几百个量子比
特，就能表示比宇宙中所有原子还要多
的数！

传统计算是把这些数一个一个地算，
而量子计算则是把这些数一起来运算。比
如你有 0 到 32767 （215-1） 个东西要做同
一种计算，在传统的计算机中，需要至少
15个比特才能代表其中一个数，在理论上
要对 15 个比特做 32768 次同样的操作；而
如果你有 15 个量子比特的话，那你就只
需要对它们操作一次即可！

开始感觉到量子计算的巨大不同了
吧，下文再接着详谈。 （上）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理
资深顾问，科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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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子 计 算 有 多 神 奇
□□ 陈思进

《解放日报》刊载徐特立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