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南京百

春越剧团在工人

文化宫举办的折

子戏专场演出好

戏连台 ， 精彩纷

呈。 尤其是团长周

玉英在经典越剧

《双珠凤》选场“送

花楼会”中扮演的

文必正（左），唱腔

委婉动听，表演声

情并茂，给观众留

下了非常美好的

印象。

江鸿

／

摄

“前年秋尽别扬州，时忆西园曲水游。 若问江南何信

息，瘦西湖畔聚诗俦。 ”这是在《澳华新报》上刊登的澳籍

华人陆镖章咏扬州的诗词之一。

澳籍华人陆镖章出生于广东， 他曾多次来到扬州，

经常在澳洲用诗词宣传扬州美景与人文历史。 陆镖章

在《暮秋游扬州瘦西湖》 中如此写道，“菊老潭凉翠欲

流，潮随曲岸过湾头。 鸿轩染彩书难尽，鹤舫涂丹笔底

收。 ”

在陆镖章创作的诗词中，扬州瘦西湖、荷花池、二十

四桥、梅花岭等景色都被诗意地进行描述，字里行间都透

露出作者对扬州的喜爱。 陆镖章说：“我来过扬州很多次，

扬州是让人非常向往的烟雨圣地， 多少年来文人墨客都

爱这个地方，写下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等名诗，第一次到

扬州，我就是慕名而来。 ”陆镖章表示，对于扬州众多的美

景，他最爱的还是瘦西湖景色，我有很多诗句都是描写瘦

西湖美景。

据陆镖章介绍，他祖籍广东高要县甫草乡，1975 年

在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经济系毕业，随后在香港私立

华侨工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研究所进行修业，1979 年授

予工商管理硕士。 尽管陆镖章是学工商管理出身，但

是他酷爱文学。他认为扬州古城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文学

灵感和素材来源。 陆镖章说，他最新出了一本《甫草居

诗集》，书中收录了他所写下的 38 首咏扬州诗句。 瘦西

湖、茱萸湾、史公祠、东关古渡、大明寺……春季秋季不

同景色的扬州，都寄托了这位诗人的情感与对扬州的热

爱。

薛舒文

澳籍华人

写诗赞美扬州

以探寻中医药文化为主题

的纪录片《本草中国》将于 5 月

20 日起每周五晚登陆江苏卫

视。 这意味着，纪录片《本草中

国》 将面对众多当红综艺节目

的“挑战”。

纪录片《本草中国》开播之

前，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以“感动

生命的奥义” 为主题的看片会。

当看片会结束后，不少观众都觉

得这部纪录片非常值得一看。

据了解，《本草中国》 拍摄

组为拍好这部纪录片， 走遍全

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长

白山抚松人参、广东化州橘红、

宁夏中宁枸杞、 江西广昌白莲

等药材生产基地进行探访与拍

摄， 拍摄组人员满怀着对传统

中医药文化的敬畏之心切切实

实地体验与感受当地中药人的

生活。 正如《本草中国》制片人

韩芸在看片会上所说：“中医药

饱含着东方魅力的独特文化，

探秘本草奥义就是一场生生不

息的寻觅之旅。 ”

在纪录片《本草中国》拍摄

之前，电视荧屏上不乏打着“中

医药”名号的养生节目，更有甚

者， 有的节目直接以养生的名

义为商家做广告。 而《本草中

国》绝非如此，这部纪录片以人

物故事为切入点， 以娓娓道来

的方式讲述中药人和中医药之

间的联系， 反映他们对传承中

医药文化的情怀与坚守。

纪录片《本草中国》采用主

题式分集， 以深邃久远的中华

文化为指引，分为《境界》、《时

间》、《分寸》、《相遇》、《双面》、

《年华》、《沉浮》、《解构》 等 10

集，每一集的画面都很惟美，那

气势磅礴的镜头语言、 节奏明

快的水墨画风格， 都将会给观

众带来新颖独特的视听感受。

江鸿

《本草中国》展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由刘晓庆领衔主演的大型传奇历史话剧《武则天》

将来到江苏巡演， 其中将于 9 月份在扬州大剧院演出。

刘晓庆在电视剧中曾经扮演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她首次挑战在舞台上扮演武则

天，令人期待。

话剧《武则天》最大的看点就在于采用不同的方式

为观众呈现出另类的武则天。 剧中重点截取了武则天

“立碑、立宠、立佛”等几个重要环节，反映历史上对武则

天的不同评价，并且展示了武则天面对悠悠之口“功过

自有人评说”的洒脱与坚毅。

当然这部话剧中也少不了武则天与李治的纯洁爱

情， 但编剧却巧妙地安排女皇武则天与李治“魂魄重

逢”，吐露心怀，遥想当年美好的爱情，遗憾独自执掌朝

政的艰难。 一场戏通过两个人的戏剧冲突，既回忆了武

则天曾有的纯情美好，又表现了作为女皇帝的不易。

在舞美、服饰、化妆等方面，制作人都选择了全一线

的制作班底。 特别是在造型设计方面，中国首席造型设

计师毛戈平再次与刘晓庆合作，为刘晓庆量身打造出舞

台版的武则天形象。 20 年前，毛戈平为刘晓庆设计电视

剧版《武则天》的形象而一举成名，在话剧《武则天》中，

针对武则天从 20 岁到 80 岁的年龄跨度，毛戈平为刘晓

庆每个阶段的扮相设计都很惟美。 两人此次的强强合

作，一定能够令观众大饱眼福。

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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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跪姿》 朱雯雯

/

摄

《最美跪姿》拍摄者朱雯雯 汤雅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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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朝凤 》，是一部有情怀的影片 ，正

如我未观影之前的判断 。 我料想这样有情

怀的文艺影片没有商业影片与国外大片的

上座率高 ， 然而我想错了 ，

100

人左右的影

厅座无虚席 ， 而且绝大多数观众还是年轻

人。

银幕上的焦三爷， 是一位唢呐文化的传

承者，他以坚韧的、执着的、不可更改的强硬，

孤寂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无双镇不能没

有唢呐，八百里秦川不能没有唢呐，在这黄河

两岸世世代代都要把这唢呐吹下去，要让《百

鸟朝凤》的乐曲永远响彻在中国的土地上

!

直

到他无可奈何地面对唢呐的衰败， 年近古稀

亲自出马奏响唢呐名曲《百鸟朝凤》，一口滚

烫的热血从唢呐里喷涌而出而最终倒下……

如此打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令人震撼， 催人泪

下！ 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仅我的眼眶是湿润

的，当我环顾影厅，看到好多年轻的观众也眼

含泪花。

在观看影片时， 我特地注意到有三个细

节， 更能说明以焦三爷为代表的这些孤独寂

寞的坚守者， 无畏地坚守着属于我们中国人

自己独有的传统文化。

一是选择传人。 当主人公游天鸣（实质是

一生钟情黄土地的导演吴天明的化身） 和蓝

玉一同拜焦三爷学吹奏唢呐技艺， 焦三爷对

他们说，《百鸟朝凤》是大哀之音，是唢呐技艺

中的高难度曲目，绝不轻易传人。 而两年后，

焦三爷将《百鸟朝凤》传授给了游天鸣而放弃

了蓝玉。 直到焦三爷临终之际才对游天鸣说

出了缘由：“因为你为你爹受伤流下的那滴眼

泪

!

”这是焦三爷坚守着中华传统美德———“孝

道文化”。

二是对阵亮剑。 无双镇某家在结婚的大

喜日子里，既请了焦三爷的唢呐班子，又请了

排场非常大的西洋乐器班子。 结果西洋乐器

班和焦三爷的唢呐班子唱了对台戏。 当西洋

乐器班子嘲弄着焦三爷和他的唢呐班子，焦

三爷针锋相对地命令弟子：“谁退后就逐出师

门。 ”并且对弟子游天鸣说

:

“吹

!

”这是焦三爷

坚守着“亮剑文化”

!

三是亲自吹响《百鸟朝凤》。 这是全片唯

一在焦三爷活着的时候，吹响起的一次《百鸟

朝凤》。 游天鸣虽然学会吹奏《百鸟朝凤》，但

焦三爷并不满意。 加之焦三爷说过，《百鸟朝

凤》只为配得上的人吹奏

!

在无双镇和方圆几

百里的区域，无论主家出多少钱，焦三爷都不

吹《百鸟朝凤》。 他说，他们都不配听《百鸟朝凤》

!

所以，游

天鸣始终没机会吹响《百鸟朝凤》。

当窦村长去世，焦三爷亲自出马，慨然吹响了《百鸟

朝凤》。 因为窦村长年轻时与鬼子拼过刺刀，他身上的四

根肋骨就是让鬼子挑断的，焦三爷认为，只有他能配得上

这首《百鸟朝凤》

!

这是焦三爷坚守的“爱国文化”。

这部影片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一位甘守清贫与孤寂

的老人，满怀着对唢呐艺术的情怀 ，面对各种文化形式

的冲击，坚定地守卫和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 当我走出

影厅，影片结尾弟子游天鸣站在师父焦三爷坟前吹奏的

《百鸟朝凤》之声仿佛还在耳畔久久萦绕，孤独倔强而又

满怀坚守信念的关中老汉焦三爷仿佛踏着大步向我们

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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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百鸟朝凤》剧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国庆题材的收

藏品、纪念品深受收藏爱好者的喜爱。 从

宿迁市皮件厂配件工成为江苏报友联谊

会秘书长、《江苏集报》 副总编的张用贵，

自 1987 年迷恋集报以来， 已收藏历年的

“国庆报”、历届党代会报纸和航天系列报

纸等近万种，他对收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国庆报”更是情有独钟。

在张用贵创办的家庭藏报馆中，全国

各地 10 月 1 日出版的庆祝国庆报纸应有

尽有， 由于这些报纸平时已难得一见，因

此显得非常珍贵。谈起喜爱收藏“国庆报”

的初衷， 张用贵向记者解释道：“建国以

来，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历年的‘国庆

报’上得到充分地展现，我将建国以来的

‘国庆报’进行系统搜集与珍藏，更能全面

反映伟大祖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辉

历程。 每当我阅读历年的‘国庆报’，都会

感到心潮澎湃，对祖国更加热爱！ ”

张用贵向记者介绍道， 在他珍藏的

“国庆报”中，年代最久远的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当天发行的《人民日报》。

这期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着重要新闻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

员会委员》，刊发着毛泽东主席头戴八角

帽的大幅照片。这期报纸还刊登着《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

行》《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

闭幕 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等重要新闻，同时还刊登了朱德、刘少

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1951 年 10 月 1 日庆祝建国两周年

的《华北解放军》，是张用贵搜集到的“国

庆报”中唯一的一份竖排版报纸。 这份报

纸由朱德题写报名，在报头的下方从右向

左刊登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

年！”的标语。当天随这份报纸还出版了一

份“庆祝国庆专页”，“庆祝国庆专页”为

一、四版通版编排，显得非常大气。“庆祝

国庆专页”主标题是《保卫我们伟大可爱

的祖国》， 左上方是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

红旗，通版刊登了 26 幅照片，其中第一幅

照片是: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精

彩画面。其他照片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保卫祖国的情景。在这期《华北解放军》的

三、四版，刊登的是展示建国以来各行各

业建设成就的照片。张用贵说：“通过珍藏

与阅读庆祝建国两周年的《华北解放军》，

我对建国初期军队建设、经济发展等历史

有了更多的了解。 ”

在张用贵珍藏的“国庆报”中，有一份

1958 年 10 月 1 日庆祝建国九周年的《合

浦日报》显得很独特。 这份报纸版面设计

非常美观，在报纸的头版四周以红色与黄

色印刷着国旗、宫灯、彩旗、牡丹花等图

案。 在版面的右侧是两只红色气球托起的

彩旗，迎风飘扬的彩旗上展现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 ”的标语，整版设计显得非

常喜庆。 在这期报纸的第 4 版刊登以《让

我们伟大的事业光芒四射》为主题的整版

照片，23 幅照片真实反映福建省合浦县

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

张用贵能够搜集到庆祝国庆九周年

的《合浦日报》还真不容易。他说：“当时，

在我收藏的国庆报纸系列中，从 1949 年

建国以来仅差一份就组成‘国庆报’的大

全套了，然而，庆祝国庆九周年的报纸正

好是‘国庆报’系列中还没有收藏到的，

特别是这份庆祝建国九周年的《合浦日

报》版面实在是太精美。 因此 2013 年的

一天， 当我在网上浏览集报信息时发现

了这份报纸，心中感到非常欣喜，赶紧与

拥有这份报纸的报友进行联系予以购

买。 ”张用贵在焦急等待了几个小时后终

于收到对方的回复， 答应这期《合浦日

报》为他保留。然而，谁知过了几个小时，

这位报友又打来电话对张用贵说：“另外

有人也想求购这份报纸，希望你放弃。 ”

但是，庆祝建国九周年的报纸难以寻觅，

既然被张用贵发现了， 他怎能轻意放弃

呢？于是，张用贵与这位报友反复协商，以

一片真情打动了对方，终于得到了对方的

理解。 几天之后，张用贵很开心地收到这

位报友寄来的庆祝建国九周年的《合浦日

报》。如今回忆这段集报往事，张用贵激动

地说：“这份《合浦日报》 出版于 1958 年

10 月 1 日，当时的报纸大多是黑白印刷，

而这份报纸却是彩版印刷，因此显得更加

美观、更加珍贵。 ”

通过长期搜集与珍藏“国庆报”，更加

激发了张用贵的爱国热情。 他深有体会地

说：“只有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才能

越来越美好。 因此，我衷心祝愿祖国的未

来更加繁荣富强！ ”张用贵表示，今年 10

月 1 日他将在宿迁举办“庆祝建国 67 周

年集报展”， 让更多的人从中感受新中国

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且分享他

珍藏“国庆报”的喜悦。

记者 汤雅洪

美重在发现。洪泽县人民医院有一位

既有爱心又很细心的女护士，在手术室中

看到医生赵光元长时间跪着为病人做脑

部手术深受感动，用手机随手拍了一幅图

片，记录这位医生对工作的敬业、对生命

的敬畏。

她看到医生跪着动手术感到心酸

为在洪泽县广大职工中大力弘扬劳

动光荣、劳动崇高、劳动伟大、劳动美丽

的时代精神， 近日洪泽县总工会举办了

全县职工“中国梦·劳动美”摄影大赛。

本次大赛最大的特点就是， 对所征集的

摄影作品要求职工们拍摄身边人在日常

工作中展现出的劳动之美， 赞美广大职

工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 勤奋工

作与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其中，洪泽县

人民医院女护士朱雯雯抓拍的《最美跪

姿》，记录了该医院医生赵光元跪地 2 小

时为患者做手术的情景。 医生赵光元对

工作如此敬业，对生命如此敬畏，让摄影

大赛的评委们深受感动， 因此护士朱雯

雯随手抓拍的这幅《最美跪姿》被评为特

等奖。

为了解护士朱雯雯当时拍摄《最美跪

姿》的感想以及这幅图片为何能在社会上

产生极大的反响，本报记者近日专程来到

洪泽县人民医院采访。

在该医院采访的当天，护士朱雯雯刚

刚从手术室走出来。忆想拍摄《最美跪姿》

的感想，朱雯雯认为当时就是因为被赵光

元医生感动。她回忆说：“那是 3 月 4 日晚

上 9 点多钟，神经外科副主任赵光元为抢

救一名脑溢血病人，在手术室为这位病人

紧急做手术。 当时我是手术室的巡回护

士， 我知道赵光元腰部患强直性脊柱炎，

长时间工作腰部会很疼痛，因此，当我看

到赵光元跪在地上为病人做手术，心里感

到酸酸的，就随手用手机将他跪着做手术

的情景进行拍摄。 这次手术做了 4 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赵光元之所以长达 2 小时

跪着为病人做手术， 一是跪着他可以直

视，更有利于脑部手术的成功；二是可以

缓解他自己腰部的疼痛。 ”

更让朱雯雯感动的是，当晚赵光元

全神贯注忙于做手术，完全忘了腰部的

疼痛。 当经过他和其他医生的紧张抢

救， 这位患脑溢血的病人脱离生命危

险，手术结束后，赵光元才感到腰痛得

快直不起来了，他用手架着自己的腰缓

缓站起来， 慢慢挪到椅子上休息一会，

当时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然而他休息

时间不长，又有一位患脑溢血的病人神

志不清急需动手术，于是，赵光元又忙

于为这位急诊病人做脑部手术，一直忙

到凌晨 ５ 点。 而且尽管他夜晚连续做

了两台手术，非常劳累，但是白天还没

有时间好好休息，还要忙于查房，及时

了解患者术后的情况。

朱雯雯感慨地说：“由于社会上有些

人对医生存在偏见，所以医患纠纷时常会

发生。 其实当医生也很不容易，他们的工

作也很辛苦，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我们

医院许多医生都像赵光元那样甘愿吃苦

受累。 ”

《最美跪姿》图片两次在央视亮相

护士朱雯雯拍摄的图片《最美跪姿》，

最先是发到了医院职工的微信群。由于连

续两台手术结束后， 朱雯雯也感到很累

了，当第二位病人的手术完成后，朱雯雯

就睡觉了。

当朱雯雯睡醒后打开手机浏览微信

时，惊讶地发现医院的同事与亲朋好友都

纷纷对她拍摄的这幅图片予以点赞并进

行转发，甚至许多往院的病人看到这幅图

片也深受感动，他们都觉得：没想到医生

动手术如此辛苦、如此尽职！

朱雯雯告诉记者，她真没想到自己随

手拍摄的《最美跪姿》后来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表扬医生赵光元爱岗敬业的精神，洪

泽县人民医院为赵光元召开表彰大会，并

且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院医务人员向赵

光元学习。 而且，医院领导决定今后常规

性地开展年度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希望医

院涌现出更多的像赵光元这样爱岗敬业、

默默奉献的好医生。 此后，好医生赵光元

又被评为洪泽县第三届好人、 淮安市好

人，并且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荣获

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

更让朱雯雯意想不到的是，她随手拍

摄的《最美跪姿》图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

的《晚间新闻》与《朝闻天下》节目中亮相，

而且这幅图片被新浪、搜狐等全国数百家

网站转发，让洪泽县人民医院医生赵光元

的先进事迹传遍全国各地，感动众人！ 这

幅《最美跪姿》图片令全国无数网友动容，

大家纷纷留言对医生赵光元表示敬佩，对

这位可敬可爱的好医生进行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

“两会” 的许多代表与委员也关注了这幅

充满正能量的图片《最美跪姿》。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认为：“最

美跪姿”只是医护人员工作辛苦的一个缩

影，在为医生这个群体点赞的同时，也请

患者们对医生多一点理解、多一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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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图片两次在央视亮相，产生极大反响———

“最美跪姿”感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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