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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
《天工开物》，是明末科学巨匠宋应星留给世
界的“中国智慧结晶”。

由著名导演陆川担任总导演及编剧的
跨界融合舞台剧《天工开物》登陆武汉琴台
大剧院。8月2日晚，在舞剧《天工开物》武
汉巡演见面会上，陆川携主演一行与观众热
情互动。

其间，陆川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
访，畅谈自己心目中那个伟大的人物——宋
应星，以及这部舞剧台前幕后的故事。

“宋应星是个被埋没的好故事”

中国有着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但是到
了近代，科技发展日渐衰落，引发了李约瑟
之问：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
国发生？

作为我国第六代导演之一的陆川，为何
要跨界专心创作舞剧《天工开物》？总导演陆
川表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宋应星是我国古
代科学家的代表，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更是中国系统、全面地向世界、向人类开源中
国科学技术的第一人，写作的《天工开物》到
现代都很有价值，值得大书特书，该剧就是要
向这些古代科学家致敬。

陆川介绍，舞剧《天工开物》以宋应星及
其著作《天工开物》为题材，通过“赶考”“大
考”“著书”“山河”“宇宙”等篇章，再现宋应
星历经六次科考落榜，却痴迷于中国劳动人
民的科技智慧和创造，终于著就“于功名进
取毫不相关”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
物》的故事。

一部成功的剧作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
宋应星是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好故事”。

宋应星也曾经是一个走在科举之路上的
旧文人。但是六次赶考，六次失败，被击打得
千疮百孔的人生，他有着怎样孤独的一颗灵
魂，有着怎样的人生价值的思索？最后，他何
以能写就旷世巨著《天工开物》？把宋应星的
人生故事讲好，讲活，这是陆川创作舞剧《天
工开物》时思考最多的问题。

“曲折的人生遭遇让他最终成为一个时
代的逆行者。我渴望探寻他灵魂深处的那
股力量。”陆川说，这部舞剧最后创作成型
后，更像是他终于可以与宋应星隔着400年
对话了。

陆川介绍，在江西采风途中，参观宋应
星纪念馆时，机缘巧合下了解到宋应星的故
事，即被他的人生境遇和历史价值深深打
动。在宋应星身上，陆川似乎看到了自己的
影子。正是这份感怀与敬仰，驱使他克服重
重困难，将宋应星的故事搬上舞台。“就好像
看到老爷子坐在一条冷板凳上坐了快400
年，我特别想做一件事，就是把他从冷板凳
上扶起来。”

有趣的是，陆川透露，最初江西省有关
方面邀请他创作舞剧，原先想以另一位江西
文化名人陶渊明为题材。然而随着他深入
江西一个月的采风后，他的心路历程悄然发
生了转变。他毅然决然地调整创作方向，将
镜头聚焦于相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宋应星
及其不朽巨著《天工开物》上。“这个决定让
我的制作人都瑟瑟发抖了，这相当于写论文
的开题报告是化学，结果答辩的时候我说要
讲语文。”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最值得也最应该
的，“科技最不应该被忽视，科技人最应该被
尊重，这样，国家与民族才有未来。宋应星
的《天工开物》除了记录下中国人的智慧，传
到国外之后也影响了几乎整个世界，拥有这
样能量的人，是应该被我们记住的”。

“展现科技之光与人本之美”

跨界是另一项难题。
如何让《天工开物》记载的各种农技，

活化为惟妙惟肖的舞蹈语言，用舞剧去呈
现一部科学巨著和一位科学匠人的身影？
陆川坦言，这部剧最难的创作点就是“找人
物”。

为了找到真实可感的宋应星这个“人
物”，陆川说，他在江西考察很多次之后，专
门回到了《天工开物》的原著上来，深入研读
和感悟，最终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一个极具人
本之美的宋应星。“宋应星说，自己写《天工
开物》这本书不为科举、不为功名，而你在很
多章节、字里行间都能触摸到他的灵魂，这
个人是非常有独立精神的。”

导演舞剧和电影，有诸多不同之处，这
对陆川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对此，陆川
说，宋应星六次赶考，六次落榜，这是与命运
抗争；之后回归民生，回归科技，记录与创作
科技巨著，青史留名，这是顿悟与回归；自己
虽然没有在舞蹈学院学过“压腿”，但是作为
艺术表达方式有相通的方式，我可以将自己
内心感受到的点点滴滴分享给演员和编导，
由他们来将之转化为舞蹈与肢体语言。所
以这次创作是我们共同的成长，也是我们共
同的表达。

陆川表示，“科学精神”和“民族自信”是
这部剧的创作立意，通过将宋应星的个人命
运与《天工开物》中的科学技术之美结合，通
过舞蹈、影像等多种元素融合，呈现中国古
代科学技术的装置之美、技术之美、工艺之
美，展现中国人的科技自信。

据介绍，该剧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是
“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首部作品，下
一步，舞剧《天工开物》将在国内外100多个
城市巡演200场。陆川表示：“希望《天工开
物》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和少年
们，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与追求。”

“与宋应星跨越时空的对话”
——访跨界融合舞台剧《天工开物》总导演陆川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周媛媛 实习生 康欣妍

筛查进社区，居民很欢迎

每周一上午，武汉南湖街道风华天城社
区开展老人免费体检活动。7月15日，不少
老人来到社区，发现与往常相比多了好几个
人——天佑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社工、志愿者。

这些人来此开展“记忆包裹”公益项
目。项目组成员介绍，“认知症”全名“认知
障碍症”，是因大脑神经细胞病变而导致的
大脑功能衰退，是一种长期退化疾病，俗称

“失智症”，又称“老年痴呆症”。
老人在他们提示下填写《简易精神状态

量表》。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这份表包
括30个小问题，分为定向力、即刻记忆、注
意力和计算力、延迟记忆、语言能力5个方
面，每题答对得1分，答错得0分。正常分值
是27分至30分，得分在21分至26分之间
提示为轻度认知症，得分在11分至20分之
间提示为中度，得分低于或等于10分则提
示为重度。

当天有50多人接受筛查，居民李阿姨

深有感触地说：“人老了，记忆力确实大不
如前，有时候转身就忘了要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社工机构、医院等多来社区
开展相关活动，多宣传早预防、早发现、早治
疗的理念。”风华天城社区党委书记吕慧介
绍，辖区有一对母子，53岁的儿子患认知
症，由身体健康的母亲照顾，他基本没有表
达能力，只能用手势与人打招呼；另一户有
一位60多岁的婆婆患认知症，出门后容易
忘记回家的路。

“对类似的困难家庭，网格员、志愿者会
隔天打一次电话了解情况，每周至少上门看
望一次。”吕慧说。

各方齐努力，应对认知症

“我们已在南湖街道所有社区和老年大
学开展认知症筛查，有500多人参与。”武汉
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
心社区治理事业部负责人洪桢文告诉记者，
喜欢参与文体活动、喜欢社交、经常逛街买
菜的人，得分较高；独居老人、随迁老人得分

相对低一些。
“筛查结果证明，有办法预防和改善认

知症。”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汪星介绍。

他表示，天佑医院参与“记忆包裹”公益
项目，就是想把应对认知症的阵地从医院前
移到社区，向居民宣传认知症，唤起人们重
视，让大家学会预防和改善认知症。

抗击认知症的第一步是学习，包括所有
形式的教育和学习，如语言、书法、绘画、插
花等。与亲朋好友交际、走街串巷、聊天聚
会等多样的社交活动，也是抗击认知症的好
办法。适当的耐力有氧运动，如长跑、慢走
等，以及做菜、下棋等，都可以提高认知能
力。合理的饮食习惯，对认知症有较好的预
防作用。

去年，省民政厅等11部门联合出台《关
于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实
施方案》，对独居、空巢、留守等6类特殊困
难老年人开展健康状况、生活保障、居住环
境等7项探访关爱服务。相关专家表示，这
可以为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庭照护提供支持。

社工机构、医院、社区联动筛查认知症患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光正 实习生 徐郡 苏家峰

湖北日报讯（记者曾莉）我省本周将出
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预计直至8月9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
天气持续，最高气温35℃至39℃，局地40℃
以上，西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8月11日前后，湖北大部
分地区有降水发生，届时高温天气将有所缓
和。

8月4日，我省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全省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5℃至 39℃，黄石最
高气温达39.2℃。16时 16分，湖北省气象
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称，预计8月5日白天，
除恩施中南部、神农架、十堰东部、襄阳西部

外，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35℃以上，其中
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天门、仙桃、随州、孝
感、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咸宁将超过
37℃，局地39℃以上。

气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
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
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
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对老、弱、病、幼人
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
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
发的火灾，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按照规定停
产。

本周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8月4日早晨7时，荆州高新区罗滩社区
深湖队，谭睿站在升高至7米左右的绝缘斗
臂车上，头戴密不透风的头盔，穿着厚厚的绝
缘防护服，戴着手套，开展低压带电作业。几
分钟后，全身被汗水湿透，她依然一丝不苟地
操作着。

27岁的谭睿是国网荆州市荆州区供电
公司铁娘子低压带电作业队队长，这是全省
首支女子低压带电作业队，她正带领团队进
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深湖二号台区线路
绝缘破损，如不及时修理，将影响辖区50多
户居民用电。

之前这类工作会在停电后开展，但现在
正值炎夏，长时间停电对居民生活影响极大，
她们决定采用低压带电作业方式，确保居民

用电不受影响。但是，低压带电作业不仅考
验作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她们在高温
中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作业。

连续1个多小时，在阳光炙烤下，谭睿
和队员们操作各样工具，在滚烫的电力设备
旁忙碌着。汗水不断从她们额头滑落，防护
服内的衣服不断被汗水浸湿，近9时许，作
业队终于完成高空绝缘遮蔽工作。短暂休
息后，谭睿和队员们再次穿上绝缘装备，站
在绝缘斗内升至高空，继续进行绝缘冷缩套
管的处理。

“防护服不透气，再加上绝缘手套和安全
带有七八斤重，穿着这身装备就像在做高温
桑拿。这几天天气热，干完活手套都能拧出
水来。”谭睿说。

身着7斤重的绝缘服带电作业

铁娘子高空迎“烤”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莉 通讯员 肖樱子 刘中平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菁华、实习生束焱）
近日，一名9岁男童游泳后频繁出入冷热环
境，出现不适症状后被诊断为 冷中暑。医生
提醒，夏季除了热中暑，还要警惕忽冷忽热导
致的冷中暑。

8月1日上午10时，刘女士带着儿子小
洪在室内游泳馆游泳，结束后出门顿觉热
浪袭来。二人快步走入地铁站，在街道口
站下车。出站后，小洪步行几分钟便大汗
淋漓，直到再次进入“冷气十足”的商场，二
人再次感受到清凉。下午2时，母子离开商
场几分钟后，小洪出现恶心呕吐、冒冷汗、腹
痛、头晕乏力等症状。经过一系列检查和评
估后，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主任赵慧
判断其为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考虑是冷中
暑。

“中暑还分冷热？”刘女士不解。
“通常所指的中暑是指高温户外活动引

起的热中暑。冷中暑一般是长期处于温度
比较低的空调环境下，突然到温度较高的户
外，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冷热温差变化，导致
身体不适。”赵慧介绍，一般来说，进出温差
超过5℃的环境，就可能会出现冷中暑，温差
越大冷中暑出现的几率就越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义院区急诊科主任
李文介绍，尽管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
导致人体核心体温迅速升高，从而出现意识
模糊、昏厥、皮肤干燥灼热的热射病患者较往
年明显减少，但需警惕忽冷忽热所导致的冷
中暑。

“近两周连续晴热高温，我们已接诊多例
冷中暑患儿。”赵慧提醒，夏季人体最舒适的
体感温度是23℃至27℃左右。从炎热的户
外回到室内，不要立刻进入温度很低的空调
房，要让身体有个循序渐进的“冷适应、热适
应”过程。

警惕忽冷忽热易“冷中暑”

《天工开物》剧照。（武汉琴台大剧院供图）

7 月 31 日，武汉东湖落雁景区内的九
曲桥周围，云雾缭绕的美景令众多游客驻
足纳凉。栈道下方，一团团白色云雾悄然
升起，迅速弥漫开来，将整池杉林笼罩在

一片神秘之中。这是东湖落雁景区利用
高科技喷雾装置精心打造的造雾效果，雾
气除了美化环境，还可降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水雾缭绕好纳凉

湖北日报讯（记者方桐、通讯员郑杰）
“天太热，我们来驿站凉快凉快，给手机充充
电，没想到还能免费喝凉茶、领防暑药，工会
太暖心了！”7月31日上午10时许，孝感市交
通路“骑手之家”驿站内，外卖送餐员刘志雄
和6位同行围桌而坐，高兴地享用着驿站工
作人员为他们准备的大叶茶、金银花露、矿泉
水、藿香正气液等防暑降温物资。

“骑手之家”驿站是孝感工会驿站的一
种，主要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提供歇脚、喝
水、充电、热饭等服务。近年来，孝感工会系
统按照“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饭
可加热、累可歇脚、如厕方便”的原则，在全

市大街小巷建立222家工会驿站，配备了桌
椅、空调、冰箱、饮水机、微波炉、应急医药
箱、充电装置等设施，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有效解决了他
们的实际困难。

今年6月下旬以来，孝感工会系统依托
工会驿站，持续开展“送清凉、送健康”慰问活
动，重点慰问重点工程、建筑工地、户外作业
等高温岗位的一线职工，以及困难职工家庭，
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同时，走访全市
68家企业，开展防暑降温法规政策落实情况
调查活动，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等工作。

孝感222家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
湖北日报讯（记者韩晓玲、通讯员周

尤、王筱瑨）7月25日至31日，2024年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高中骨干教师培训班
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内蒙古、广西等
西部6个省区市的98名高中骨干教师接受
培训。

自2022年起，中组部、教育部等八部委
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

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去年暑期，华中师大
承担了物理、化学、藏语文、信息技术4个学
科共189名教师的培训工作；今年，该校继
续承担化学、藏语文两个学科的培训任务。

为做好培训，针对县中骨干教师需求和
特点，该校围绕学科建设、教学提升、数字化
转型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案例解析、学伴
互助、研修考察。20余位高校教授、名校

长、一线名师为学员们进行了讲授、分享与
指导。学员们还观摩了武汉市的优质高中、
红色教育基地和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作为“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
培养计划”培养基地，培训中，华中师大特别
安排6位名校长作为“学伴”，分享一线教育
教学经验，并开展训后结对指导帮扶。

华中师大为国家乡村振兴帮扶县98名教师“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