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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凿空”西域
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骞“凿空”西域的故事。实

际上，在张骞之前，“丝绸之路”就以民众自发的形式开通，张骞的“凿
空”，只不过是史书上第一次记载官方与中亚的往来。

汉武帝即位后，在前几代财力积累和国内较为稳定的基础上，力图
改变之前的妥协策略，转而实施以进攻为主的大战略，派遣张骞作为使
臣出使西域，即是这个大战略中的一环。

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奉命出使西域，被匈奴扣押了十几年，后寻找
机会逃出，完成了出使使命，这一次出使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联合大月
氏攻击匈奴的目标，但因为他是官方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臣，“凿空”西
域的成绩显而易见。后张骞又为联合乌孙，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
还派遣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与各国
加强联系。

张骞的两次出使，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建立了持续
的外交关系，而且使得中亚和汉朝的商旅不绝于途，为各民族的交流、
交往、交融打下了基础。张骞的出使，也为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此后，
中原王朝与西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张骞出使表现出的坚韧、爱国、
勇敢等精神表明，一个国家制定大的战略，还要有能人与决策者一起实
现，张骞与汉武帝就互相成就了“凿空”西域与雄才大略的千古美名。

玄奘西行求法
2016年高考历史题中有一道题，就是通过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的

故事，让学生解读材料，提炼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
加以论述。其中就广泛涉及到“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的大唐盛况。此时
的中国，正主导着世界潮流，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辐射世界。各种文
化、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通，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一来一
去，书写的是各种文化互学互鉴的光辉历史。这一时期的“丝绸之
路”，在世界交流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玄奘出生于隋朝末年。他年少出家，立志弘扬佛法，但因为派别众
多，各派对经义的理解也不同。当时的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常有
印度僧人来讲经，佛法的精微释讲给玄奘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决定到佛
教的诞生地——印度去求法。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梵夹装佛经520夹、657部，以及佛舍利150
粒。在回国后的19年里，他一共翻译出75部、1335卷佛经。尤其是佛
教在印度短暂消亡后，这些正确翻译的佛经意义更为重大。由于他译
经传教的努力，很多国家的留学生到他门下学法，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
佛教的中心。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根据自己在印度见到的风土人情，
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
地区、城邦，不仅包括今天中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巴基斯坦北
部、几乎整个印度地区、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南部地区，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宗教、风俗、气候等，是古代西域和印度的大百科全书。

鉴真东渡日本
鉴真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扬州人。鉴真14岁的时候，

随父亲入寺，或许是与佛天生有缘，他见到佛像就觉得有莫名的感动，
所以就恳求他的父亲也让他出家，父亲大为惊异，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当时恰好武则天诏于天下诸州，广度僧人，于是鉴真就从智满禅师出家
做了沙弥。708年3月28日，在长安实际寺，鉴真随弘景禅师受具足
戒。此后，他到处学法，很快就成为一位著名的高僧。

742年10月，两位日本僧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此行他们要完
成一个任务：迎请鉴真东渡。这两位日本僧人就是荣叡和普照，他们是
732年随第10次遣唐使至唐留学的留学僧，他们来到大唐，不但为了
学习，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寻访戒律律师赴日本。听完日本
僧人的来意后，鉴真欣然应允东渡传法，但就是这一点头，竟然6次才
成功东渡。

753年12月20日，66岁的鉴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日本国
土。鉴真的到来，对日本的佛教影响甚巨：一是开创了日本的律宗；二

是向日本介绍了天台宗；三是为日本密宗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另外，在
医药、建筑、书法、雕塑、语言、饮食等方面，鉴真对日本都有积极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
如果说秦汉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1.0时代，以陆上“丝绸之路”

的开拓为主，那么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2.0时代，变为以海上“丝
绸之路”的开拓为主。对中国来说，这个转变是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

郑和，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的一个小村庄
里。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在进入云南时，明军把当地幼童掳去，郑
和正是其中之一，被作为宦官服役。之后因缘际会，郑和赴燕王朱棣藩
邸，由此和朱棣有了联系，两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互相成就了开拓海上

“丝绸之路”的佳话。
永乐二年（1404）正月，正是“靖难之役”功成之日，论功行赏，郑和

被朱棣赐姓“郑”。此时的朱棣刚即位，百废待兴，为了向海外诸国传达
和平理念，使诸国来朝贡，以增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便决定派人出使
西洋。因为郑和有勇有谋，无论姿貌还是才干，在宦官中无有出其右
者，故委任郑和为正使。

郑和七次下西洋，在很多国家留下了遗迹，并传播和平理念，引进
先进文化。如满剌加是郑和船队开拓的重要据点，据说满剌加人就是
从郑和一行中学会的建造城市和掘井取水的本领，至今当地还有三宝
城和三宝井的遗址。另外郑和使团还给当地人治病和传授种田知识。
除了在海外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郑和使团还注意吸收借鉴海外的优
秀文化，如使团成员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就
处处留意各国的风土人情，并记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民族志。

郑和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占城、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建
立了海洋交通中转站，并在满剌加、古里等建立了贸易基地，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贸易。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等出口到海外，刺激了相关手
工业的发展，而海外的玉石、香料等也在中国扩大了市场，对相关产业
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吕文利

《闹朝扑犬》：程婴大义救孤儿
●李滨声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诚信厚德

《赵氏孤儿》旧名《八义图》，搬演的是春
秋时代晋国上卿赵盾一家的悲剧故事。其中
《闹朝扑犬》和《搜孤救孤》两个单折，表现
了正面人物的义行，很受观众喜爱。

晋灵公荒淫无道，宠信奸臣大司寇屠岸
贾，君臣二人在桃园绛霄楼上用弹弓打百姓头
颅消遣取乐。守边大将魏绛和大夫公孙杵臼进
谏未果，魏绛被派往边关征战，公孙杵臼告职
归林务庄园。老丞相赵盾怒闯桃园死谏，大骂
屠岸贾败坏朝纲，惹怒晋灵公。晋灵公授意屠
岸贾设计害赵盾。

屠岸贾先遣刺客鉏麑暗中刺杀赵盾。鉏麑
潜入赵府，正欲行刺，听老丞相祷告天地露真

情，被赵盾忠心赤胆、为国为民的情怀感动，
向老丞相坦承奉屠岸贾之命前来刺杀的实情
后，以首触槐而死。

晋灵公又与屠岸贾设计用灵獒神犬加害老
丞相。次日朝堂之上，赵盾奏本屠岸贾差人刺
杀自己，要晋灵公治屠岸贾罪。屠岸贾辩称赵
盾诬告。晋灵公则以灵獒神犬能辨忠奸为名，
宣裴豹带獒犬上殿。

裴豹放出獒犬，獒犬见赵盾身穿白袍，扑
向赵盾。力士提弥明出手一锤将獒犬打死。屠
岸贾拔剑拿下提弥明，命武士推出斩首。屠岸
贾奏本“犬扑赵盾，定是奸臣”，晋灵公下诏
命屠岸贾将赵氏满门300余人斩尽杀绝，赵盾

之子驸马赵朔也被赐死。
赵朔之妻为晋灵公的妹妹庄姬公主。赵朔

被赐死时，庄姬公主有娠待产被宣进宫，后产
下一子取名赵武，借宫人卜凤和门客程婴的帮
助，赵氏孤儿被救出。屠岸贾进宫搜寻孤儿未
果，遂贴出榜文：3日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
赐千金；若无人献孤，便将晋国中与赵氏孤儿
同庚的婴孩悉数处死。

程婴和公孙杵臼商议援救赵氏孤儿和晋国
同庚婴孩的两全之策。程婴毅然以自己的儿子
金哥假充赵氏孤儿，交给公孙杵臼抚养，而自
己则向屠岸贾出首，诉告公孙杵臼隐匿赵氏孤
儿。屠岸贾果然不察，将公孙杵臼和假的赵氏
孤儿处死，此后应程婴的请求，将赵氏孤儿当
做程婴之子收为义子。

15年后，赵氏孤儿长成，程婴将赵家的
悲剧用水墨丹青画成雪冤图，用讲故事的方
式告诉了赵氏孤儿，同时得到镇守边关的将
军魏绛帮助，终于由赵氏孤儿手刃了屠岸
贾，报却了沉冤。赵武拜认生母庄姬，拜谢
程婴。

李滨声的画着重体现了老丞相赵盾忠正为
国、赤胆为民的倔强耿直性格。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科技司司长王效杰19日在杭
州说，近五年来，传播快捷、覆
盖广泛的广播电视现代传播
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正在加
快构建，“十三五”期间我国广
播影视还将从数字化向智能
化转型。

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浙江省广播电
影电视产业协会和华数数字
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的第24届媒体融合技术研讨
会19日在杭州开幕。

王效杰在主题报告中介
绍说，近5年来，我国电视高
清化步伐加快，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体转换、省内联网成效显
著，无线广播电视覆盖进入模
拟向数字的过渡期，中央无线
广电覆盖工程已全面实施，直
播卫星技术运行体系基本建
成，有线、无线、卫星互为补充
的广电传输覆盖网络初步形
成，媒体云平台建设、智能电
视操作系统、机载卫星电视、
无线双向覆盖、数字音频广
播、应急广播等领域也取得了
技术突破。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
逾100个电视高清频道，用户
超过6000万，全国有线数字
电视用户已经突破2亿户，占
全国有线电视用户的比例突
破85%，而双向网络覆盖用
户则超过1亿户，直播卫星的
用户也已经超过了 1亿户。

我国还在全球率先完成了胶
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整体置
换，构建了拍摄、制作、发
行、放映、运营和管理的全
产业链数字化技术体系，全
国影院数字银幕数量已经超
过3.2万块，多项电影产品通
过技术研发取得突破，填补了
国内空白。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
颁布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王
效杰说，这一规划包括了10
大发展目标，10方面的主要
任务和100个重点项目，将以
创新驱动与融合发展为主线，
以创新促融合，以融合促创
新，推动广播影视在内容生
产、传输接入、终端服务、安全
监管等方面融合创新，实现全
业务、全流程、全网络从数字
化向智能化的战略转型。

根据规划要求，到2020
年也就是“十三五”末，全国省
级和较发达地市电视台基本
实现高清化，广电有线无线卫
星网络融合覆盖初具规模，各
类广电终端基本实现标准化
智能化，并成为智慧家庭、智
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重要基
础，新一代广电融合媒体技术
与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下一代
广播电视网（NGB-W）技术
得到普遍应用，覆盖城乡、便
捷高效的广播影视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基
本建成。

记者21日从贵州省档案
局获悉，《红军在贵州史料汇
编》近日正式出版发行。这部
著作由专家学者历时4年编
纂，分为上下两册，由地方志
资料篇和红军档案史料篇组
成，辑录180余万字。

贵州省档案局副局长黄远
良介绍，该书完整收录了189

部各地方志资料，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红军在黔的革命活动，
并首次尝试正反档案史料一同
辑录，广泛收集了大量长征红
军亲历者的日记回忆相印证。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
召开过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
有过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
四渡赤水等著名战役。

《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我国广播影视
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

●冯源

看过洋溢浪漫主义理想的《牡丹亭》，却不知中国戏剧巨
匠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另外三部戏剧；知道莎士比亚刻画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典人物，但对汤显祖创作的刘梦梅和杜丽
娘等形象知之甚少……

展现汤公剧作400多年前初演时的古朴原貌，乡音版（盱
河高腔）《临川四梦》推出来受到业界好评。作为我国明代伟
大的戏曲家、文学家、思想家，汤显祖的戏剧作品《牡丹亭》
《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代表了我国
古典戏剧创作的高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汤学”吸引了更多国内外
人士的关注，但离“汤学”真正“发扬光大”尚有距离。如
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成为
当务之急。

汤显祖化梦为剧 与莎翁成同时代两座“文
化高峰”

汤显祖出生于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选出的百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创作了2200多首诗
及500多篇文章，其专著《宜黄县戏曲清源师庙记》是中国
戏曲理论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到了拓荒开路的
作用。

据抚州市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吴凤雏介绍，400多年
前，受封建礼教和腐败官场的影响，汤显祖辞官归乡，寄情戏
曲天地，并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最终写下了《牡丹亭》《南
柯记》《邯郸记》《紫钗记》等不朽名作，而因其书房名为玉茗
堂，这四部戏皆有梦境参与，故合称为《临川四梦》。

今年同为汤显祖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
早在去年10月就提议在2016年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廖奔说，老百姓大多了解《牡丹亭》，
却很少把“四梦”看完，而该剧则把“四梦”和汤显祖的人生
经历编织在一起，来体现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这一主题，
并且反映他对生活的感悟，对爱的追求等，无不体现汤翁这位
文学巨匠的艺术魅力。

乡音版《临川四梦》编排创新 原汁原味复
现经典

事实上，尽管汤显祖的作品与创作思想能够经久不衰、影响
至今，但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相比，世界对汤显祖的认知和理解
还不够。400多年来，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一直以不
同的剧种、不同的声腔、不同的艺术样式，在中国和世界的舞台表
演上演，而乡音版《临川四梦》则首次将作者汤显祖引入剧中。

执导该剧的童薇薇介绍，乡音版《临川四梦》首次将汤显
祖的四部戏剧名著合为一体，以汤翁在科场、考场上的跌宕起
伏的真实经历为主线串起整部戏剧，全方位展现这位大师的思
想形态、心路历程、创作激情及梦想追求。

为尽可能展现汤显祖剧作400多年前初演时的原貌，抚州
市坚持用抚州盱河高腔作为本剧的主导唱腔，并且优先考虑江
西籍的导演、主创人员和主演演员，意在传递乡音乡情。

祖籍同为抚州临川的该剧演员陈俐说，盱河高腔与现代交
响乐互应互补，将原本需要演出多个场次的“四梦”高度浓
缩，摘选精彩片段重新编排演绎，给观众献上原汁原味的《临
川四梦》。

“两个多小时把汤显祖的精华浓缩下来，又把汤显祖的事
迹大体能够串联进去很不容易。”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
柏梁评论称，这台戏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汤显祖的经典巨作，具
有很大的欣赏价值。

宣介中华文化符号 期待更多中华文化“走
出去”

2016年 9月14日，在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座谈会
上，有关领导就已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把汤显祖等最具标志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宣介出去。

“该剧让我感受到东方戏曲的博大精深。”来自德国的龙雪
儿通过英文字幕看完该剧后感慨，虽然中西方戏剧的表现形式
存在差异，但所讲述的主题是一致的，如追求真挚爱情、倾诉
人生离合等。

陈俐认为，中国更需要把自己的文化符号以及包含中国元
素特点的戏剧推广出去，与国外的孔子学院以及国际戏曲节、
艺术节对接，把有故事的人和有情感的剧作展示给国外友人，
让汤显祖等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文学巨匠。

据抚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傅云介绍，抚州市策划实施了44
项活动，与英国莎士比亚、西班牙塞万提斯故乡等开展了一系
列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活动，旨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西方
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剧作与同时代的英国莎士比亚
的剧作是屹立东西方的两座文化高峰，在中国乃至世界戏曲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应是一种

“全民意识”，需考虑如何用国外人所期待的形式和语言方式接
纳中国的文化。 (据新华社）

《临川四梦》复现经典 待更多汤翁“走出去”
——从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看中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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