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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以樊锦诗先生为代
表的敦煌人，用一代又一代的坚
守保护璀璨的敦煌莫高窟文明，
并结合数字时代发展开发“数字
敦煌”，让敦煌文化得以在世界
舞台传播。滕俊杰导演执导，茅
善玉领衔主演的沪剧实景电影
《敦煌女儿》，正是讲述了这个动
人的故事，并在去年拿下了国内
外多项大奖，近日，该片宣布定
档“3·8国际妇女节”全国公映。
从生活中的樊锦诗到舞台银幕
上的茅善玉，两位杰出女性即将
在妇女节到来之际，以优雅和坚
韧之姿共同向女性致敬，向时代
献礼。

讴歌一生奉献
由上海沪剧院、敦煌研究

院、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新文
化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敦煌女
儿》，早在去年就已荣获第35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
2022中美电影节最佳年度戏曲
片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优秀
戏曲电影多项大奖，未映先热。

在最新发布的电影主海报
中，茅善玉扮演的樊锦诗青丝花
白，背影却依旧坚毅，她手持手
电照亮的正是敦煌莫高窟第259
窟中的禅定佛。明暗对比间呈
现出超然美妙的境界。一同释
出的群像海报中，樊锦诗、常书

鸿、段文杰等为敦煌文化奉献一
生的前辈们背靠大漠，或眼神坚
定凝视镜头、或目光灼灼望向远
方，心怀期许的展望中，一段有
关敦煌文化守护的故事，正在大
漠戈壁中缓缓流淌。

樊锦诗先生长在上海，学在
北大，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
风华正茂的她奉着一颗赤诚之
心，一头扎进荒漠戈壁，飞沙走
石、黄土漫天，风沙一磨就是大
半个世纪。樊锦诗初入敦煌便
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三击
掌”，表达一个青年考古学者一
心守护敦煌的决心。在那个交
通不便、缺水断电、生存条件异
常艰苦的年代，一个瘦弱的城市
姑娘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
咸水，日复一日地在没有电的莫
高窟中进行保护研究、断代记

录、查找文献，历时几十年撰写
了考古学术报告，为敦煌学回归
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熬
过了戈壁大漠的寂寞，熬过了夫
妻分居的十九年，熬过了母子分
离的锥心之痛，毅然初心不改，
为理想守护着中华文明之根。
六十岁重新起跑，担任敦煌研究
院院长，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
顶住压力，大胆构想建设“数字
敦煌”，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
永续利用”。让敦煌文化“活”了
起来，解决了旅游和发展的矛
盾，成功使敦煌艺术走出洞窟，
走向世界，樊锦诗代表的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敢为人先
的典型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
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在给樊锦
诗的颁奖词里写到：“舍半生，给

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
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
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
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
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
处，是敦煌。”一个年轻的上海小
姑娘，终凭借一生痴守，以一个
学者的情怀为国家担负使命，用
女性的坚韧柔情，让敦煌文化这
颗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在世
界的舞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敦煌精神传承
电影《敦煌儿女》在精妙的

沪剧和电影自然融合中，艺术化
地展现了樊锦诗先生五十多年
坚守大漠的故事。茅善玉亦十
年磨一戏潜心创排，才有了舞台
剧的《敦煌女儿》，在此基础上又
用两年时间打磨电影。茅善玉

带领着钱思剑、凌月刚、吴争光
等主演，以及电影版改编蒋东
敏、音乐唱腔汝金山，在继承沪
剧传统、顺应时代需求，以多元
化的形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拓展了现代沪剧的发展空间。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集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为一体，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
极高审美价值，《敦煌女儿》致力
于告诉观众，沪剧不仅有日常生
活里的细腻情感，更能传达宏伟
广阔的家国情怀。叙事上，电影
以人物倒叙的方式，描绘了一个
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超强的历
史回溯感令观众耳目一新，也让

“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打
动人心。《敦煌女儿》作为一部实
景沪剧电影，坚守沪剧的艺术品
质，在当下语境中对于沪语传承
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守正创新中
努力让沪剧走出上海、走向世
界，走进人民心中，于新时代焕
发生机。

樊锦诗一生守护大漠，茅善
玉与沪剧相伴几十载，两位女性
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同样为
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用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不求回
报的奉献精神、坚持不懈的奋斗
精神激励青年人学习进步、接力
奋斗。

电影《敦煌女儿》由滕俊杰
执导。作为国家一级导演，滕俊
杰十五次荣获国内外重要电影
奖项，除此前导演的3D全景声京
剧电影《贞观盛世》荣获“金鸡
奖”之外，他执导的3D全景声京
剧电影《霸王别姬》、8K全景声歌
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分
别在美国洛杉矶荣获国际电影
最佳3D电影奖、最佳8K长片电
影奖一一“卢米埃尔奖”，实现了
中国电影在此世界主流电影奖
项中的两项“零的突破”。

上海出品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定档3月8日

展现莫高精神 致敬时代女性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在浦东展览馆，重
温浦东开发开放30多年来的巨
大成就；在原为浦东开发办公室
的浦东开发陈列馆，回到浦东奇
迹诞生的起点……昨天，浦东历
史博物馆开馆，为“何以浦东”补
上关键前史，并与浦东开发陈列
馆、浦东展览馆一同构成“浦东
开发三部曲”。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黄玮等共同按动浦东历史博物
馆启动装置。浦东“改革开放之
旅”也在仪式中首发，在丰富文
旅体验中发现另一种“玩High浦
东”。

浦东历史博物馆坐落于惠
南镇东城区，展项包括全新亮相
的固定展“浦江潮涌 东海风起
——浦东历史文化展”，以及首
个临展“和润平仄——陈宗璜楹

联墨踪”展。
为庆祝浦东历史博物馆正

式开馆，观众近期可在“浦江潮
涌 东海风起——浦东历史文化
展”中，欣赏到由上海博物馆、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借展的多件浦东地区出
土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1969
年于陆家嘴陆深家族墓地出土
的镶金嵌宝玉“寿”字饰片、金蟹
嵌宝镶玉荷花饰片、金嵌宝镶玉
鱼饰片、金镶玉蝶形饰片、嵌宝

玉花首鎏金银簪、银丝发罩，
1975年自原南汇县出土的龙凤
纹荷叶盖青瓷罐等。

通过陆深墓出土的珍贵文
物可知，陆家嘴“姓陆”，就来自
于明嘉靖年间官至詹事府詹事
的陆深。当年声名显赫的陆深
家族，生活于黄浦江与吴淞江
（今苏州河）交汇处的东岸，并在
浦东的地名中留下了印迹。这
就是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象
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缩影”的

“前世故事”。
为了“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

来”，浦东历史博物馆不仅在展
示内容上不断扩容，参观体验方
式上也推陈出新，聚焦年轻人的
喜好，打造各种生动有趣的场景
和多媒体互动展项。

浦东历史博物馆亦属历史
焕新：它的前身是南汇博物馆，
于 2005 年 1 月 6 日正式对外开
放，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
国家三级博物馆。同年，南汇区

整体并入浦东新区，其更名为浦
东新区南汇博物馆。2010年被
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1年起，在浦东新区区委
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的高度
重视下，在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
理所的领导下，完成博物馆的修
缮及功能升级，并更名为浦东历
史博物馆。博物馆建筑面积
3510平方米，拥有1000平方米
的固定展厅和近500平方米的临
时展厅。

据悉，浦东历史博物馆历经
两年大修，全新亮相，用丰富的展
览内容、多元的展陈手段，以小而
精的方式，立体呈现浦东的前世
今生。博物馆将生动展示浦东的
人文历史底蕴，溯源深藏于浦东
人文基因中开拓、拼搏、包容、创
新的精神，成为承载浦东人民共
同记忆的主要载体，讲好浦东历
史故事的重要窗口，激发浦东新
征程上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曾经的上川铁路“庆宁寺站”。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浦东历史博物馆开馆

多件出土文物亮相 讲述浦东“前世故事”

樊锦诗。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