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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辽宁高考，鞍
钢自主创新研发“争气
钢”的故事入选政治试
卷，成为省内外持续关
注的焦点。如今，那5颗
用“争气钢”制成的铆钉
等老零件，就静静陈列
在鞍钢博物馆里，默默
讲述着55年前一段动
人的故事：作为长江上
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
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
江大桥曾因“世界最长
的公铁两用桥”被收入
世界吉尼斯纪录，扬眉
吐气的国人给它起了个
响亮的名字“争气桥”，
而把鞍钢提供的钢材称
为“争气钢”，别看这些
用“争气钢”制成的铆钉
个头儿小，其实它们展
现的是“共和国钢铁工
业长子”的不朽功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我省小戏《背着婆婆来相亲》、小
品《帮我一个忙儿》两部作品入围第
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这两
部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讲述温暖的
故事，展现时代风貌，抒发百姓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

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由中国
戏剧家协会主办，旨在促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推动戏剧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打造小戏小品创作人才
展示平台，其间推出了一批优秀小
戏小品剧目，在全国文艺界具有相
当的影响力。

助人是快乐的，也是一种美
德。《背着婆婆来相亲》《帮我一个
忙儿》都在讲述温暖的故事。大连
话剧院排演的小戏《背着婆婆来相
亲》选材于大连近年涌现的文明家
庭原型，以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
生在美丽乡村的美好故事。而沈
阳开心麻花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排
演的小品《帮我一个忙儿》则讲述
了一个温暖的亲情故事，以诙谐幽
默的方式诉说父亲与女儿间的浓
浓情意。

中年妇女赵大花的丈夫在外出

打工时不幸身亡，她独自一人照顾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婆婆和脑瘫的
小姑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在婚姻
介绍所老板强子的牵线下，海参养
殖户张哥被赵大花的故事感动，决
定与赵大花携手撑起这个家庭。

“《背着婆婆来相亲》在故事编排上，
一环扣一环，不断带动观众的情绪往
前走，真实情节引发了观众的共
鸣。”大连话剧院院长于伟说。

《帮我一个忙儿》取材于父女之
间矛盾冲突的小故事。不断升级的
误会，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位不想
让子女操心、热爱邻里、生活快乐富
足的典型当代老人形象。女儿因为
身体原因不让父亲学车，为了不让
女儿发现，父亲谎称教练是邻居儿
子，随后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
非的感人故事，但其实，老人学车只
是为了接送女儿上下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作品创
排以来各自都在全国演出了百余
场，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与高
度评价。

据悉，此次省戏剧家协会非常
重视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这两
部作品将代表辽宁参加 8 月在西
安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
品展演。

我省两部作品入围
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

6.6万吨“争气钢”
建成南京长江大桥

在鞍钢博物馆“品牌鞍钢”展
厅中，5 颗用“争气钢”制成的铆钉
整齐地躺在展柜中，敦实的身形不
由让人联想起它们曾经的辉煌历
程。鞍钢博物馆文物保护部副部
长王懿喆告诉记者，这批横亘于长
江天堑上的“争气钢”的诞生，可以
说是惊心动魄、历尽艰辛。

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
“天堑”长江已经成为困扰京沪铁
路运输的最大瓶颈。因此，1956年
我国作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贯通
京沪铁路线的重要决定。

然而长江大桥开工建设之际，
进口桥梁钢出现了严重质量问
题。经过交涉，外方提出必须放弃
钢材可焊要求，或将长板改为“杂
尺料”交货。但是前者对大桥养护
不利，后者则使得大桥打满补丁，
这无疑是推卸责任和故意刁难。
对此我方断然拒绝，并决定不再进
口桥梁钢，而采用同等性能的国产
钢材替代。

可当时国内尚无能力生产桥
梁钢，没有桥梁钢，大桥就得停
工。1961年，国务院决定把研制桥
梁钢、生产建设大桥所需钢材的重
任交给鞍山钢铁公司。在当时的
技术装备条件下，鞍钢人硬是凭借
艰苦奋斗的精神，研制生产出了

6.6 万吨 16 锰低合金优质钢材，用
于建设举世瞩目的南京长江大桥，
鞍钢生产的这批钢材也因此被称
为“争气钢”。

50年后退役老零件
入藏鞍钢博物馆

经过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历
时 8 年的建设，1968 年 12 月，南京
长江大桥终于全线建成通车，长江
两岸天堑变通途，火车过江的时间
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2分钟。

55年过去了，南京长江大桥依
然是全国贯通南北的重要节点，为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是新中国桥梁史上的一座

丰碑。而鞍钢，也成为这座丰碑背
后最可靠的“钢铁脊梁”。

2018 年，南京、鞍山两市共同
举办了“南京长江大桥零部件捐赠
仪式”，将 4 根退役桥梁钢、5 颗铆
钉等零部件捐赠给鞍钢，入藏鞍钢
博物馆。至此，这几件横亘万里长
江半个世纪的“争气钢”荣归故
里。鞍钢博物馆馆长吴峥表示，

“争气桥”的诞生，真真切切地体现
了中国人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精
神。今年高考政治试卷中，以鞍钢
成功研发桥梁钢的故事为材料，正
是要激发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

据鞍钢博物馆史料记载，为检
验南京长江大桥的承载能力和部
队的应急作战能力，国家曾采取了
非常独特的验收方式：1969年，118
辆坦克一字排开，绵延近 10 公里，
浩浩荡荡跨越长江，“争气钢”安然
无恙，“争气桥”岿然不动。

其实鞍钢博物馆展出的拆卸
下来的老部件，仅是大桥主体结构
的一小部分，由鞍钢生产的 90%的
老钢材、老部件仍工作在大桥之
上，连接南北，疏通东西。“争气钢”
的后辈们也已经登上了更为广阔
的舞台，成为港珠澳大桥、沪通长
江大桥、虎门二桥、芜湖长江公路
二桥、鸭绿江桥等重点项目的“主
心骨”，代表着我国桥梁建设已经
整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五颗长江大桥铆钉讲述“争气钢”往事
本报记者 商 越

本报讯 记者陈博雅报
道 “塔营子塔位于阜新懿州古
城中心偏西，是辽代建筑艺术的
典范。此塔为青砖建筑，塔高32
米……”扫描辽塔图片旁的二维
码，就会自动跳转至辽塔的三维
展示界面，可收听到有关辽塔的
详细资料信息。更为神奇的是，
用手指在屏幕上随意放大缩小，
便可清晰地看到辽塔的各处细
节。

这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化遗
产数字化保护研究团队的成果
之一。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
文化遗产从 2D 到 3D 的观赏需
求，甚至能够展示肉眼无法看
清的塔身造像、塔顶等微小细
节，还极大地提高了文化遗产
的传播与利用率，对学术研究
和文化传播具有显著作用。

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存在一
定困难。传统的绘图、摄像和
文字记录等手段记录遗迹遗址
的 信 息 和 形 态 ，很 难 做 到 精
确。“数字化可以完整科学地记
录留存文化遗产的各种信息，
实现永久性保存和活态化传
承，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

活起来。”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旅游学院院长李玉君说。

辽宁有着东北地区最丰富
的古代遗址遗迹，具有文化遗
产 数 字 化 的 区 位 优 势 。 2021
年，基于资源优势和教学研究
需求，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旅游学院牵头建设辽宁省文化
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实验室，
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
团队。团队由历史学、考古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学科专家
组成，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
辽宁塔建、长城、城址等古代遗
址遗迹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
存储，用于遗产保护和教学研
究工作。

导入图片、生成模型、标记
经纬点位……辽宁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学专业讲
师战世佳正在运用建模软件，
对遗址进行数字化转换。这是
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
要环节之一。在建模前，需要运
用无人机等进行数据采集，对遗
址遗迹进行全方位拍摄，再借助
软件进行建模。对于场景较大
和不易拍摄的遗址，还要进行大
量的人工测量等工作。“建模是

为了获取遗址的具体信息，在电
脑标记点位后可以与地理坐标相
连接，更准确地展示出遗址遗迹的
具体位置。”战世佳告诉记者。

但数据建模之后如何进行
有效存储和展示成为一大问
题。由于现有的平台软件无法
满足存储需求，即使满足需求，
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成为隐患。
为解决这一问题，团队联合科研
机构，搭建辽宁省古代遗址遗迹
数字化存储展示平台，存储遗址
遗迹的三维模型、视频、图片、文
献等资料，保证数据存储安全。
同时，研究团队还开发了碑志传
拓、长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
拟仿真实验课程，真正把文化遗
产活用起来。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李洪
磊告诉记者，未来，辽宁师范大
学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团
队将通过虚拟空间技术、AR互
动体验等手段，为辽宁的文化遗
产打造三维虚拟场景，让人们“置
身”虚拟空间看到文化遗产的细
节，实现文化遗产跨载体呈现、跨
时空交互，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提供丰富多元的手段和路径。

省文化遗产数字化
存储平台搭建初具规模

18个5岁至17岁的小志愿者，
用4个月时间组成一支英文讲解志
愿者团队，完成4场试讲。这个对很
多成人来说都有难度的任务，在他
们身上得以完美呈现。为培养历史
文化宣讲传承人，强化小志愿者群
体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同感，让文
物走向世界，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在小志愿者队伍中招募英文讲解
员。近日，记者走进该馆看到，讲解
组组长侯金男正为小讲解员做培训
指导。这18人从近百个报名者中脱
颖而出，在首批英文讲解志愿者中
赢得了自己的席位。

18名小讲解员
用英文介绍新乐

7 月 16 日，雨后的户外遗址
区，微风掠过，清凉入肌。17岁的志
愿者陈墨涵微笑着在入口石碑处
站定，清清嗓音，落落大方地开始
了第一点位的英文讲解：“欢迎参
观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新乐先民
创造了灿烂的新乐文化，见证了辽
河流域从亘古洪荒到文明起源的历
史。”足足3分多钟的讲解没有任何
卡顿，流畅、自然。

紧接着，5岁的姚静悦小朋友
带着大家走向太阳鸟广场，圆溜溜
的大眼睛里闪着光，显示出了与其
年龄不太相符的镇定，充满稚气的
声音环绕着金色的太阳鸟，甚是响
亮。一旁三三两两的游客也被这声
音吸引，聚集过来，“这小朋友真棒，

英语说得多顺啊，声情并茂！”
沿着甬路，9岁的李娅萱“接棒”

讲解大小房址。“注意脚下安全。”“保
持表情自然，和观众眼神有对视和
交流……好，不错，就是这样。”为小
志愿者们做培训的侯金男一直在旁
边认真观察着小讲解员们的表现，
随时进行点评、指导。

对于小讲解员4个多月来的成
长，他感到十分欣慰。“你们谁曾经
在众人面前做过大段的英文演讲？”
当初，这番发问后，只有不到一半
的小讲解员怯怯地举起了手，“他
们都有一定的志愿服务经验，但
在文物讲解特别是英文讲解上还

是一张白纸，我们需要手把手地
教。”

博物馆派出经验丰富的讲解
员和相关专家为活动保驾护航。

“我们经过认真筛选，确定入围名
单，主要考察小志愿者的英语口语
表达能力和历史文化素养。”宣教
部主任陈俏蕾表示，馆方对英文讲
解文本进行了严格审核把关，力求
精准、专业、唯美、生动。考虑到某
些小志愿者的年龄和知识视野，文
本也力求简洁、易懂。讲解员则着
重对小讲解员的仪态、语调、动作
等进行具体指导，带他们到展厅实
地感受展品特点，增进对讲解词的

深刻理解。

“通过讲解，我对家乡历史
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首批18名英文讲解小志愿者
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5岁。有的
小讲解员正在上中学，学业紧张，但
他们仍利用空闲时间积极投身志愿
服务。从脚本撰写、场景设计、解说
词修改背记，再到现场走位演练、拍
摄剪辑视频，他们努力以自己的方
式爱着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期冀着把“新乐”带到更远的地方，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遗址上
发生过的故事。

面对记者的采访，10岁的安麒
诺起初还有点拘谨，但谈起新乐文
物，他就拉开了话匣子，“从小我就
对新乐遗址非常向往，好奇7000多
年前的人在这里留下怎样的印记。
正好有这个机会能够深入了解这
里，我用了两天时间把词背下来。
本来没有我妹妹的事儿，但她总喜
欢跟我比赛，非得要报名，也争取到
了一个名额。更‘狠’的是，她不光
熟记自己的词，把我的词也全背下
来了。”说到这儿，兄妹俩笑作一团。

身为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辩
论社社长的陈墨涵在活动中义务承
担了一些工作，帮弟弟妹妹改词、纠
正发音和断句。她说：“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对我的写作能力、演讲能力、
协调能力等都大有助益。通过讲
解，我对家乡历史文化有了更多了

解。”
“看看你画的太阳鸟和眼前的

雕塑像不像？”姚静悦妈妈举起她自
制的绘本，指给女儿看。小静悦还
在上幼儿园，汉字认得还不全，英文
单词记得也不多，对她来说完成任
务难上加难。身为英语教师的妈妈
花了很多心思，带着女儿把太阳鸟
等新乐文物的故事画成双语绘本，
耐心地把大段的英文讲解词一句一
句地教给她。现在这个绘本成了小
静悦的随身宝典，再问起太阳鸟雕
塑的由来，她也能说上一二。沈阳，
太阳鸟飞起的地方，数千年前的古
老文物通过这样的活动在小讲解员
心中扎根、复活，又将通过小讲解员
的双语讲述穿过时空的阻隔，飞向
更远的远方。

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
队长陈赫认为，博物馆提供英文讲
解服务逐渐成为博物馆宣教工作的
一个新亮点。新形势下如何利用
志愿者参与文博志愿服务的热情，
建设好英文讲解员队伍，成为博物
馆讲解工作的一项新课题。沈阳
新乐遗址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陈俏
蕾说，志愿者讲解力量正成为一支
新的力量，“我们很高兴有越来越
多的小志愿者参与，他们在用一种
年轻态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我
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更好地发挥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增强青少
年志愿者的服务意识，同时促进国
际传播，通过英语讲解志愿服务，
将新乐文物的故事说给全世界听。”

《云襄传》正在热播，有细心的网友数了下演员
表，算上陈晓、毛晓彤领衔主演，后面特邀主演、友情
主演等五花八门，各类主演多达15人，而另一部电
视剧《暮色心约》，主演更有16人之多。

这几年，热搜里时不时就传出粉丝为自己的偶
像“撕番”的新闻——为演员表谁在前谁在后，海报
上人物图像谁在中间，比例谁大谁小，新闻发布会谁
站在C位，官宣文案上谁被叫作主演而争吵不休。
所谓“番位”本是个日语的外来词，“一番”也就是指
演员在宣传材料中排在第一位。“番位”是按演员的
影响力来排的，甚至与在片中实际戏份比重无关。
排在最前面的演员可能戏份并不多，但“流量大”或
者所谓的“江湖地位高”。

到了实际操作中，这种牌面的竞争导致制片方
为了平衡，推出的演员表出现了“奇观”——人均主
演，各有头衔。这段时间，几部比较火的电视剧片头
演员表，成为主演的天下——“领衔主演”“特别主
演”“联合主演”“友情主演”，而且为了安抚粉丝，《暮
色心约》甚至要在片头标注“领衔男主演”“领衔女主
演”，小心翼翼到了极致。

主演名头决定不了剧中演员的实际表现和事
业发展势头。且不说眼下诸多剧集顶着花式主演虚
名的演员如何，在剧中就算真正的主演也不见得就
此平步青云。剧本加表演的化学反应，最终决定角
色的成色。《红楼梦》原著，宝黛钗三人是货真价实的
主角，但在1987版的《红楼梦》中如果按照戏份多
少，王熙凤才是最大赢家。当时剧评家和红学家就
有评论，由于电视剧对原著的回目改编较小，保留的
又是主要故事情节，呈现出的效果贯穿全剧的人物
是王熙凤，反而不是宝黛钗。在有些剧集中，比如从
25集“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到27集“嫌隙人有心生嫌
隙”一连三集，宝黛钗三人几乎没有出场，加上全剧
表演最成熟的演员也是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事实
上的女主角已经是邓婕。从后来的演艺事业发展
看，整个《红楼梦》剧组中，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走得最
远最成功的也是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当年全组的
演员只有专业的竞争，从无争主演名头的八卦，每个
人都勤勤恳恳为角色钻研。影视剧成为经典，无论
主角还是配角也自然留在观众心中。

主演头衔的通货膨胀，有时也未必是演员的要
求，而是宣传的烟幕弹，但这势必会造成观众期待与
实际收看的巨大落差。这样做并不能让观众真正买
账，效果适得其反。曾经一部改编自同名电影的电
视剧《天下无贼》，宣发海报的C位是实力影后秦海
璐，可电视播出几集后秦海璐才出现，而且全剧中戏
份并不多，是个妥妥的配角。但宣传就像在卖果篮，
把最大最红的水果放在最明显的位置，观众拆开包
装，发现这个最大的卖点只占果篮的1/10，即使其他
人表演也相当不错，但难免还是有上当之感。

事实上，做配角的演员一样能证明实力，不管什
么角色，露脸多长时间，依旧可以大放光彩。电影

《滚滚红尘》开拍时，当时张曼玉才以作品《人在纽
约》成为影后，但她仍然愿意出演女配角，并塑造了
月凤这一经典角色。隔年张曼玉因《滚滚红尘》再次
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真正证明了“没有小角色，只有
小演员”。如果都是主演，在评奖之时，演员以什么
身份参评都成了问题。

人艺话剧舞台上的常青树蓝天野曾经塑造过
话剧《茶馆》中的秦二爷，也在《渴望》里演过王沪生
的父亲，在《封神榜》里扮演姜子牙，这其中红花绿叶
都兢兢业业个个出彩。蓝天野一生只在乎角色，从
未在乎“牌面”，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艺术家。反观
今天，一部剧全员主演，却未见得有一个演技过关。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影视剧
是公开的作品，它始终要面对观众口碑，面对市场反
馈，主演“通货膨胀”，更像是一种对粉丝和面子的画
饼充饥，虽能取得一时安慰，但最后还是没法儿填补
真正的饥饿与空虚。

全员主演的闹剧，当休矣。

“全员主演”闹剧
当休矣
王海宁

最小的5岁，最大的17岁

18个英文小讲解员组团为新乐文物“代言”
本报记者 吴 丹 文并摄

小讲解志愿者正在进行培训试讲。

5颗用“争气钢”制成的铆钉50年后荣归故里，入藏鞍钢博物馆。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前，辽宁省博物
馆与北京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加强双方长
远规划交流与战略合作，充分共享双方藏品资料、
展览成果、学术资源，建立合作往来的有效渠道。

近年来，北京画院与辽博曾先后有过多次合
作，合作举办的古代园林书画展览开启了双方在藏
品交流与展览策划的深度合作，取得了积极反响。

辽博与北京画院
开启战略合作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近日，由长沙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联合承
办的“谁谓情深画不成——清孙温、孙允谟绘《红楼
梦》画册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
去观展。

此次展出的画册是旅顺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为
国家一级文物，由清代晚期河北丰润画家孙温和孙
允谟根据当时流行的120回的程甲本《红楼梦》小说
为蓝本精心绘制而成，反映了清代晚期《红楼梦》题
材绘画高超的艺术成就。

据介绍，展览从230幅画册里精选了149幅进
行展出，通过“通灵石慕红尘美”“大观园聚皇亲贵”

“繁花胜景终有尽”“高楼倾时万艳悲”四个单元的设
计，将《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通过一幅幅画作呈
现出来。

展览现场，沉浸式的展览方式让观众走进“大观
园”。现场讲解员化身画中人物讲解画作，观众一边
看展一边了解画作中的山水、人物艺术等绘画知
识。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引进了旅顺博物馆和
雅昌文化集团共同打造的“红楼幻境”沉浸式数字展
结合数字技术，通过“梦中人”“梦中梦”“梦中物”“梦
中游”等数字展览板块，可感、可游和交互式设计让

《红楼梦》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旅博馆藏清代《红楼梦》
画册在长沙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