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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生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
是一年清明时。清明，这个
传统的节日，寄托着炎黄
子孙对先祖的思念，凄凄
哀思中，不免话及家庙、祠
堂的话题。

“祠堂”的历史，据说
自从有了“礼”说就出现
了。今时，人们看到的有家
祠和祠堂。家祠，家庙也，
是家人祭祀近代祖先的场
所，一般不出五服。而祠堂
则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地
方。祭祀先祖的过程，是凝
聚宗族、维系家族关系的
重要纽带。

祠堂的功能很多，如
聚会、议事：选举族长、修
建祖坟、处理邻族纠纷等，
由族长召集族人，在祠堂
聚集，互相讨论，解决问
题；族内有清贫学子，应予
募捐补助其学费，或由本
会拨款申资鼓励栽培其成
才；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

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
规者，则在这里被教育和
受到处理，有的甚至被驱
逐出祠堂；祠堂都有自己
的堂号，如“德厚堂”“积善
堂”“仁义堂”，林林总总，
以同宗同族为代表的祠堂
文化，是获得文化归属感
与共享感的直接媒介，祠
堂代表着一个家族，蕴含
着一种质朴的精神动力。

中国古代所修建的祠
堂至今已所剩无几了，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部分
毁于战火，也有人为破坏
的。保存下来的祠堂可谓
凤毛麟角，并且也已经丧
失了其原有的功能。

我们要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接受中国传统文
化“礼、义、廉、耻”和“仁、
义、礼、智、信”的思想，来
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法治
健全的今天，德治也有其
重要作用，祠堂文化的繁
荣，其实也反映了社会的
稳定与政通人和。

清明节祠堂文化

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已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宣部
组织实施的“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
版工程”入选作品、重点主题出版
物，该书紧扣“革命者”主题，塑造了
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命者群像。

该书以文学形式重述早期党
史，讲述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成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
片土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
故事。“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革命
者》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
建明透露，为写作该书酝酿多年、
踏访数地，力图以日记、书信等珍
贵史料进入革命者的精神世界，回
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年代
凝聚和铸造的革命初心。

3 月 30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联合在京主办的该作品研讨会

上，专家表示，这是一部高扬中国
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生动读本，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
历史，以鲜活事例阐释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命题，呈现昂
扬向上、感人肺腑的文学力量。

据悉，《革命者》俄罗斯语版
已出版，还将推出英语、法语、阿
拉伯语版等，向世界读者展现中
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崇高精
神。 （新华社3.30）

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用文学谱写英雄诗篇

一度拒绝，却被剧本打动

《猎毒人》中的功勋卧底吕云
鹏，《军师联盟》中的曹操，《巡回
检察组》中刚正不阿的监察组组
长……细数于和伟的过往作品，
每个角色都让人记忆犹新。在选
择角色上，“新”素来是于和伟坚
持的重要标准：“如果角色不新，
至少表达也要是新的。同一个人
物，如果文本基础还不如从前，我
为何去演？我没有施展的空间。”

“新”字也成了于和伟接演
《觉醒年代》的关键词。他曾在
2010 年的电视剧《中国 1921》和
2017年的电影《建军大业》中两度
扮演陈独秀，所以当《觉醒年代》
的导演张永新以同一个角色向于
和伟抛出橄榄枝时，他拒绝了。

但后来读过剧本后，于和伟
还是被《觉醒年代》打动了：“这部
剧是从人的角度去剖析和讲述，
这一点特别打动我。尽管是同一
个角色，但我相信，用不同的表演
方式能演出不同的人物特色。”

进组之后，整个剧组的创作
氛围令于和伟更有信心。“我们都
有一个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向，
就是‘抓其神’。抓住神就等于抓
住了灵魂，神似要远重于形似，我
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去抓角色的内
在，倾尽所能地让人物变得鲜活
起来”。

于和伟回忆说，饰演蔡元培
的马少骅曾提议，这部剧的故事
背景是民国初年，那时候的人见
面都会行鞠躬礼，所以他建议大
家平时在剧组也不要握手，只行
鞠躬礼。“没想到，这成了我们全

组的规矩。不光是演员，其他工作
人员见面也都鞠躬。久而久之，这
种礼节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文化
的力量，心中的肃穆感和尊严感
油然而生”。

学习历史，在戏外花心思

于和伟形容，这次的表演就
像“与老朋友重新认识”：“在前两
次扮演中，戏份大多融入历史长
河的叙事之中，我只需从史料记
载中挖掘陈独秀的精气神，以支
撑起与他的亲密联结。但《觉醒年
代》以《新青年》为线索，全景式展
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
代风云，作为《新青年》创刊人之
一的陈独秀，更是这幅历史画卷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这次我
的功课是再次从零开始的。”开拍
前，于和伟重新翻阅了大量的史
料记载和人物传记：“那个年代很
多人都喜欢写日记，我还看了很
多有意思的文献资料和民国时期
的日记。”

基于充分的前期准备，于和
伟在表演时并没有一字一句地去
背台词，“那样就是背课文了”。在
他看来，台词要完全浸透在理解
中，并让其“流动于人物的每一个
跳动的神经末梢”。于和伟分享：

“我重新在脑海中勾勒出陈独秀
彼时的形象、神情、语言节奏，而
后再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定位
他应有的精神气质。”

“功课是做在戏外的，不是说
我要演一部剧，把剧本看完就完
了。每个故事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你多了解一分，就会对表演多一
分帮助。”于和伟说，声台形表只
是辅助工具，能流利地说一段台

词是所有演员都应该具备的基本
功，但演员更重要的还是在每个
角色上“花心思”。

自强不息，年轻人需思考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

《觉醒年代》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过程。于和伟认为：“这部剧
不喊口号，而是以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和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让
观众自己去感受，去从中寻找答
案。我们希望能够借这部剧让观
众看到，百年之前我们的先辈用
怎样的付出和努力来保护这个民
族。”

自央视一套首播以来，《觉醒
年代》收视口碑双丰收，豆瓣评分
高达9.2，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喜
爱。他们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表观
后感：“百年前为了国家民族而奋
不顾身的革命者，他们才是最酷
的年轻人！”“更加珍惜当下的生
活，青年一辈当自强不息！”“愿自
己能发挥青年的价值，尽自己的
力，为社会作出一点点贡献！”

对于该剧在年轻观众中引发
的观剧热潮，于和伟说：“《觉醒年
代》是一部大气磅礴、具有史诗气
质的作品，希望年轻观众能够看
到其中的光辉人格。从这部戏中，
大家可以看到革命者的激情，也
可以看到革命夫妻间的温情。我
们需要铭记的历史有很多，需要
知道先辈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而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这也是现在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需要去考虑
的。”

（《羊城晚报》3.31）

《觉醒年代》热播

于和伟三演陈独秀
仍求“新”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
醒年代》近日开启了二轮热播。
该剧以《新青年》从问世到成为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叙事线
索，聚焦历史风云人物，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崇高理
想和卓越贡献。

剧中，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演技获得不少观众的好评。这
是于和伟继电视剧《中国1921》
和电影《建军大业》后第三次饰
演陈独秀。曾自称不喜欢接演
重复角色的他，却因为被《觉醒
年代》的剧本打动而“食言”。

▲那氏宗祠 （作者供图）

国内大热的户外竞技
真人秀节目《奔跑吧9》宣
布常驻嘉宾阵容海报，原
阵容有的人回归，也有人
缺席。7 位常驻嘉宾分别
是李晨、郑恺、杨颖、沙溢、
蔡徐坤、黄旭熙、宋雨琦，
新老嘉宾欢乐集结，跑力
全开，令观众期待不已。

《奔跑吧》随着邓超、
鹿晗等人的离开，人气不
复当年，但人气偶像蔡徐
坤的加入，也给了节目一
定的收视保证。另外，跑男
团的沙溢也颇为引人关
注，综艺感极强的沙溢和
蔡徐坤的“父子组合”，看

点十足。
《奔跑吧》作为一档国

民级综艺，经过 100 多期
的积累与沉淀，链接着国
民情感，承载着诸多国民
记忆。据悉，这档“长寿”综
艺继续在节目设置上输出
创意、引领潮流，在创意和
立意上刷新升级。本季《奔
跑吧 9》将从广东珠海出
发，首期节目邀请了 4 位
嘉宾，分别是秦昊、邓紫
棋、白鹿、吉克隽逸，这些
集人气和话题于一体的明
星将带来不一样的笑点和
看点，值得期待。

（《沈阳晚报》3.31）

“元老”李晨杨颖郑恺坐镇

《奔跑吧9》宣布新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