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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曾侯乙编钟出土
45周年，湖北省博物馆近日

举办“中国记忆——曾侯乙编钟出
土 45 周年文献展”，首次展出多位
亲历者捐赠的文件、信札、手稿、笔
记、日记等原始档案。

45 年来，几代文博人上下求
索、薪火相传，让“千古绝响”的曾
侯乙编钟越传越远。“曾侯乙编钟
出土 45 周年文献展”现场，多位亲
历者汇聚一起，结合捐赠的原始档
案回忆往事。这当中，作为曾侯乙
编钟发掘亲历者、研究者、传播者
之一，冯光生与其结下数十年不解
之缘。

曾侯乙编钟发掘亲历者、研究者、传播者冯光生——

敲醒沉睡古钟 奏响千古宏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实习生 王嘉祺 通讯员 张明

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会现场（左一为冯光生）。（受访者供图）

低温寒潮天气持续，我省各地
积极行动，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探访到一些暖心故事。

为患病老人准备制氧机

天寒地冻，大山深处的荆门市
东宝区栗溪镇农村福利院却暖意
融融。老人们穿着新棉衣、棉裤、
棉鞋，或在院子里晒太阳，或在空
调房里看电视，惬意自在。福利院
院长付春霞说：“我们提前给特困
对象每人发放一套新衣服、一双新
鞋，换上厚棉被，有些老人怕冷，就
垫两层厚棉絮，以保障特困对象温
暖过冬。”

该院每间卧室都装有空调，每
个洗浴间都装了浴霸，保障老人们
睡觉、洗浴时暖和。每个月，该院还
进行安全大排查，对空调和热水器
进行全面维护和消毒，确保用电安
全、供暖正常。

护理员黄帮琴说：“栗溪山里比
别处温度低些，福利院很多老人有
基础病，我们护理老人时格外小心，
不让他们受寒着凉。”

福利院80岁的聋哑老人吕贵
武患有肺气肿及多种疾病，往年一
到冬天遇冷就咳嗽、呼吸困难，躺
在床上全身无力。今年冬天，福利
院提前为他准备了厚棉衣、热水袋、
制氧机等，平时叮嘱他注意保暖、
定时服药，呼吸不畅时随时吸氧缓
解。老人病情没有恶化，每天精
神很好。

为老人关好煤气罐阀门

寒冬时节，农村老人为了取
暖，用电、用火增多。为保障老人
安全，红安县民政局指导上海天与
养老公司本地运营团队，在各乡镇
开展助老员用火用电安全知识培
训。

“助老员到老人家中，做饭、洗
衣服、打扫卫生，不仅保障老人吃饱
穿暖，还可以趁机检查老人家里是
否有电线老化、煤气泄漏等问题，排
除隐患。”红安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
12月 21日，在红安县八里湾

镇李东塆村，上海天与养老公司本
地运营团队片区主管徐丽娟等人
走访到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叶青松
家，发现叶青松正准备出门。他们
一边询问老人近期身体健康状况、
日常生活情况，一边为他检查家中
电路、煤气罐等，结果发现煤气罐
阀门没有关上。

“老人家，出门前一定要关好煤
气罐阀门，不然有可能发生事故。”
徐丽娟立即把煤气罐阀门关好，并
向叶青松讲解“如何安全用电、用
气、用火”。叶青松很感激：“谢谢你
们一直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冒着雨雪送老人就医

12 月 18 日，武汉市飘起小
雪。武汉市汉阳区桥机嘉园小区的
祝爹爹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人工肠
造瘘口有出血，赶紧打电话找社区
网格员帮忙。

祝爹爹因中风瘫痪卧床多年，
行动不便。网格员赶紧联系救助社
工、网约车志愿者，一起到祝爹爹
家，准备送他去医院。社工仔细核
对了祝爹爹的挂号信息，并与祝爹
爹的老伴夏婆婆一左一右搀扶着
他，小心翼翼地坐上车，到医院就
诊。

排队挂号取单、记录医嘱要
求、提供报销单据……医院诊室
里，社工有条不紊地协助祝爹爹与
医生沟通，陪同他进行止血消毒等
治疗。

“你们帮我把爹爹从家里送到
医院，又是陪诊又是帮我记东西。
外边飘着雪，我们却一点没有感到
冷。”5个小时后，返程路上，夏婆婆
看着祝爹爹化险为夷，非常感谢社
工和志愿者。

为应对低温寒潮天气，汉阳区
民政局重点关注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
等群体的救助服务问题，保持应急
机制高效运转，及时回应和处置应
急事件，保障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

点滴关爱让群众温暖过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光正 通讯员 苏婷婷 蔡程 姚韦伟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倩倩、通
讯员朱素芳、郑继军）12月21日，
武汉市江汉区制定出台《江汉区支
持律师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简称《措施》），鼓励律师行
业提速发展，打造律师服务业集聚
地，辖区律所最高可获一次性支持
100万元。

新入驻江汉区届满一年且第一
年律所执业律师数量和业务收入达
到一定标准的，可申请15万元至
100万元的一次性入驻支持；新入
驻江汉区的曾获国家级、省级优秀
律所称号的律所，可申请5万元至
20万元的一次性入驻支持。

江汉区内当年规模或全年创
收进入武汉市排名前 20 强的律
所，自购办公用房可获最高500万
元支持；在江汉区租赁自用办公用
房的，可给予15万元至35万元支
持。

为支持律师事务所争先创优，
对律所或律师的三种“成绩”予以奖

励，包括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优秀律
师事务所的律所；围绕江汉区主导
产业发展方向承接研究课题且获评
国家级、省级成果的律所；律师承办
案件入选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
务）案例库的律所。

《措施》还鼓励支持培养引进优
秀律师，尤其是涉外律师人才。律
所执业律师被授予国家级、省级优
秀律师称号，或者入选司法部、省级
司法行政部门公布的全国、省级涉
外律师人才名单，或者律所新引入
以上人才到江汉区执业，均可获得
奖励。

近年来，江汉区律所数量保持
稳定增长，截至2022年底全区有
82家律所、2067名律师，其中涉外
律师数量占全省涉外律师人才库近
乎半壁江山。该区规模所、品牌所
数量和创收能力等均位居武汉市首
位，2022年律所营收占全市律所年
营收近三成，律师服务业成为其现
代服务业新的增长极。

江汉区“真金白银”打造
律师服务业聚集高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农新瑜、通讯员
杜蕾）空灵简约的舞台上，随着时空场
景转换，李太后、万历皇帝、张居正、冯
保等历史人物纷纷登场。一句句精彩
犀利的对白，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戏剧冲
突，再现400多年前“万历新政”的那段
历史，也引领观众走进明朝首辅张居正
的内心世界，感受这位改革家的理想与
担当。

12月22日、23日，由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历史剧《张居
正》，在北京首都剧场成功首演。该剧
由著名作家熊召政担任编剧，著名表演
艺术家、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担纲导演

并领衔主演。
2002年，熊召政创作的四卷长篇

小说《张居正》正式出版，于2005年摘
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由他本人改编的
影视剧也引发观剧热潮。

把《张居正》搬上舞台，缘于熊召政
与北京人艺结下的不解之缘。冯远征
回忆，他第一次和熊召政先生相识于
2005年，当时在拍电视剧《张居正》，冯
远征在剧中扮演冯保。那时，两人就相
约要给北京人艺创作话剧作品。10年
后，2015年，熊召政编剧、冯远征主演
的话剧《司马迁》与观众见面，演出引起
热烈反响。

“这一次熊先生用4年时间，九易
其稿，他用勤奋谦逊赋予笔尖神韵，让
一个鲜活的张居正跃然纸上，我们也用
严谨认真和敬畏之心，将一部兼具古典
美学风范与现代精神的《张居正》立在
了舞台上。”冯远征说。

熊召政谈及创作时，表示自己为该
剧创作尽了最大努力。编剧中，他一改
小说原有架构，为人艺量身打造了全新
剧本。

12月23日晚，记者在首都剧场观
摩了该剧演出。《张居正》演出不到3小
时，剧情高度凝练，通过“现实与非现
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聚焦呈现张居

正改革的心路历程与反思，体现了对历
史剧的一次全新探索。

曾经成功塑造过司马迁、杜甫等
一系列历史文化人物的冯远征饰演
张居正，他带领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
们倾情演出。全部场景的转换都伴
随演出流动进行，融合传统与现代风
格的精美服装，兼具厚重与灵动，使
得历史剧洋溢出浓厚的当代审美意
味。

据介绍，作为北京人艺的年度大
戏，《张居正》首轮演出将在首都剧场
持续至 2024年 1月 14日，共演出 21
场。

《张居正》搬上话剧舞台在京成功首演

走读文化遗产

1978年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
墓考古发掘工作，由时任湖北省博
物馆馆长谭维四主持，郭德维、杨定
爱、梁柱等参与发掘。

“水落钟出，如此规模宏大、气
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
渐渐显露，且历经2400余年屹立不
倒，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编钟研

究院院长、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
心研究馆员冯光生，忆起45年前那
载入史册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石破天惊的发现，吸引全国各
地青铜器、古文字、音乐等领域专家
纷纷前来研究。时年24岁的冯光
生，从基层文化馆被抽调到曾侯乙
墓发掘一线，因音乐专业出身，考古

队派他协助黄翔鹏、王湘等音乐学
家进行测绘。

1978年7月，冯光生跟随黄翔
鹏、王湘等，在当时的随县展览馆对
出土编钟作第一次信息采集。冯光
生指着展柜里的档案资料介绍，“这
份《一九七八年五月出土战国编钟
测量数据》，是曾侯乙编钟最早的数

据记录。正是几位先生手把手带我
进入音乐考古世界，我当时就决定，
要跟编钟相守一辈子。”

冯光生还称，“几位先生依据现
场敲击及测音结果，结合古文字学
家对钟磬铭文的释读，确认了一钟
双音的存在，进而解决了我国音乐
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

被前辈大家手把手带进音乐考古世界 “当时就决定，跟编钟相守一辈子”

1978年8月1日，出土仅几个月
的曾侯乙编钟迎来第一次“演奏”。
沉睡2400多年的“古代乐器之王”穿
越时空被奏响，震惊了所有观众。

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上演的
古今中外乐曲，由黄翔鹏、王原平编

配、创作，以全面查验、展示这套古
老编钟的音乐性能。

音乐会以《东方红》开篇，冯光
生至今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作为演奏员之一，我用中层第一组
的高音钟奏响了《东方红》第一个乐

段，清脆明亮的钟声，悠长、空灵，如
水滴般纯净。”音乐会还演奏了新编
钟曲《楚商》，及编配的一组中外现
代乐曲，包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国际歌》、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插曲等。不同层组的编钟充分发挥

各自音质特色，音色美妙，魅力惊
人，台下报以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197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
周年，曾侯乙编钟原件在首都北京
再次被奏响，各国驻华使节为之倾
倒。

有幸参与曾侯乙编钟原件首场音乐会 奏响《东方红》第一个乐段

每逢盛世，必奏编钟。
1997年香港回归前，著名音乐

家谭盾团队经特批，使用编钟原件
录制了纪念专辑《交响曲1997：天·
地·人》。这是曾侯乙编钟原件最后
一次被奏响。

出演香港回归庆典演出，用的
是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为确保万无
一失，湖北运送了两套编钟复制件
到香港，一套在主会场提前装台，另
一套用于排练和其它配套活动。在
排练现场，冯光生难抑激动，客串了

一回特派通讯员，给湖北日报社发
回一封传真急件，内容是《湖北编钟
赴港庆典简况》。

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冯
光生，曾多次与谭盾讨论香港回归演
出筹备工作。他回忆说，谭盾是一位
敢于大胆尝试的音乐家，譬如，除了
编钟通常的敲击部位外，他还尝试从
钟体其它部位采集音响用到作品中，
这与此前编钟演奏仿古寻古的探索
大不相同。“这种探索将古老乐器的
声音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试图从

新的角度让编钟走向现代舞台。后
来赴英、美演出盛况非凡，可见这个
探索是成功的。”冯光生说。

曾侯乙编钟不仅在香港回归等
重大庆典出演，复制件还频频亮相
国际舞台，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文化交流“金色名片”。

令冯光生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2年3月，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首
次走出国门到日本展示，“50天里有
15万人到现场倾听编钟音乐。最多
的一天有1万人，水泄不通。”

自从参与曾侯乙墓发掘，几十
年来，即便工作有变动，冯光生仍不
遗余力投身到曾侯乙编钟研究、传
播中。他参与的曾侯乙编钟复制研
究，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主持
的曾侯乙编磬复原研究，获文化部
科技成果三等奖；参与撰写的《曾侯
乙墓》考古发掘报告，获湖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为执行主
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曾侯
乙编钟》，是曾侯乙编钟研究领域全
面、详实的大型科研专著。

每逢盛世必奏编钟 香港排练现场给本报发回急件传真稿

纤毫丝线，在绢布上来回穿梭，变身梵高
笔下的印象派“星空”；薄薄纸片，被雕、镂、剔、
刻，变成栩栩如生的剪纸图样；细腻鱼茸，经调
味后上屉蒸熟，成为色如脂玉的鱼糕……

12 月 22 日—25 日，第二届湖北非遗产品
优惠展销季暨非遗嘉年华活动在武汉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全省133个非遗项目、3000多种
非遗产品再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民间走向
大众，助力荆楚非遗的能见度和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

年味浓浓 非遗展销季迎市民踊跃打卡

据介绍，这一活动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湖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各市、州、直管市及神农
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协办。按照“省级统筹、
市州联动、公众参与”的思路，在武汉设置1个
主会场，组织17个市州同时开展若干场非遗
展销互动，打造“1+17+N”的荆楚非遗节庆展
销盛宴。

12月22日为“冬至”，在传统民俗之中，有
“冬至大如年”之说。对此，在武汉主会场，从场
地布置到环节设计，再到产品选择都年味浓浓。

室外，潜江草把龙、枝江民间吹打乐、五虾
闹鲇、郧阳凤凰灯舞，精彩的民俗表演吸引了
众多市民的围观与叫好；室内，一曲欢快嘹亮
的《迎客歌》拉开活动序幕，刚柔并济的武当武
术迎来阵阵喝彩。

本次展销季中，“荆楚有礼”展、“荆楚风
味”展、非遗时装秀、非遗研学、非遗影像展等
系列活动也持续展开，让市民可逛、可购、可
吃、可赏、可学，让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

其中，在人气高涨的“荆楚风味”展，以枣
阳酸浆面、鄂州鱼丸、潜江水晶糕等为代表，全
省各地61种特色美食被悉数“端”上桌，让更
多市民与游客一饱口福。

以“非遗+”20个优秀案例被正式授牌

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既要守正，更要创
新。近年来湖北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原则，积极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

今年5月，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
“非遗+旅游”“非遗+互联网”优秀案例评选工
作。经各地推荐申报、专家评审，包括叶开泰中
医药文化园、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江城非遗坊、
长阳民俗馆等在内，20个优秀案例共同入选。

开幕式当天，这些优秀案例被正式授牌。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文旅厅等相关职
能部门领导的共同见证之下，这一活动成为湖
北省非遗保护成果的一次集大成展示，也是一
次创新性推介。

“非遗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
民。”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我们将以更宽的视野、更强的举措，加大非遗
系统性保护力度，保持非遗的本真性、共享性、
品牌性，打造具有荆楚特色的非遗产品，使非遗
成为展现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推动文化惠民
的重要载体、实现文化赋能的重要抓手。”

频频亮相 从“走出湖北”到“走向国际”

将非遗“穿”在身上，是什么体验？开幕式
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时装秀成为亮点。在模
特们的演绎之下，80余套“国潮”华服一一登场。

据介绍，这一时装秀精选湖北省“挑补织

绣”类非遗服饰精品，生动展现了汉绣、阳新布
贴、枣阳粗布、大冶刺绣、堂纺叠绣、缠花等非
遗代表性项目，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巧妙融
合，打造更符合年轻人审美、更融入日常生活
的国潮时尚。

近年来，除了两届非遗展销季活动的举
行，湖北非遗创新不止，也步履不息。在省内
掀起热潮的同时，包括编钟乐舞、汉绣、楚式漆
器髹饰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等在内，诸多
湖北非遗也在省外甚至国际上频频亮相。

从前些年的“斯里兰卡·湖北文化和旅游
周”“中国湖北·韩国友好周”、日本关西地区

“对话湖北”、华创会等重大活动，再到今年的
深圳文博会、“鄂博同心 非遗传情”——湖北
省对口援博非遗联展、“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
等系列展会，湖北非遗以组团之势，出省更出
海，赢得了更广范围人群的喜爱。

通过擦亮非遗品牌、更新表达方式、拓展
传播半径，湖北不断探索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根扎本土，枝吐新芽，让荆楚文化与更多中
外文明一起交相辉映、美美与共，打开一扇世
界看湖北、看中国的窗口。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根扎本土 枝吐新芽
第二届湖北非遗产品优惠展销季暨非遗嘉年华活动举行

“乐享非遗”课堂八段锦教学互动。“荆楚风味”展区人流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