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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速递

话剧《蒋公的面子》首演于 2012 年，是一部
为纪念南京大学建校 110 周年而创作的学生话
剧作品，编剧温方伊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
视艺术系 2009 级本科生，导演吕效平则是该校
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话剧以南京大学校史
为题材，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面对强权时的
复杂心态。作为一部学生作品，它既无高成本，
也没有明星，却凭借着对特殊题材和人物入木
三分的刻画，不仅创造了校园戏剧演出的奇迹，
更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蒋公的面子》的故事原型取材于流传于南
京大学的一桩轶事：1943 年，蒋介石亲任国立中
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
饭。这使三位教授很纠结：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
呢？1967 年，三位教授为此事遭受审查，他们对
是否受到蒋介石邀请和是否赴过蒋介石的宴席
各有不同的回忆……整出话剧场景简单，两个
多小时的剧情，围绕着三名教授该不该给蒋介
石面子的辩论展开，让观众进入“蒋公面子”与

“文人精神”的价值思辨之中。
该剧演出后收获了不少好评。戏剧制作人、

剧评人水晶评价《蒋公的面子》堪称“一部真正
有养分、有氧气的喜剧”，它所引发的每一次笑
声，都不是由挠痒痒式的简单搞笑或低俗包袱
所带来的。它的笑，是思考后的笑，是会心的笑，
也是一种观众心灵与舞台角色真正相互理解后
的笑。这种笑，比悲剧还要有力。

《蒋公的面子》
时间：2015.8.19~2015.8.22

地点：国家大剧院

话
剧

接吻是一种习得的行为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8 月 20 日，正值农历七月初七，是被称为
“中国情人节”的七夕节。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
蕾卡托室内乐团将在解放军军乐厅为观众带来
一场特别的音乐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
的韩剧”七夕视听音乐会。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很多韩剧都不陌生。随
着时间的流逝，韩剧中很多故事情节也许会慢
慢变得模糊，但总有一些特别的旋律可以让我
们回忆起那些美好的画面，也浮现出那些曾经
与韩剧相伴的时光。

在本场音乐会中，来自蕾卡托室内乐团的演
奏者将采用多种不同的乐器现场合奏，剧场内的
大屏幕也会配合播放韩剧的经典画面，为观众带
来别具一格的视听感受。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包括

《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冬季恋歌》《对不起，我
爱你》《大长今》《我叫金三顺》等热门韩剧以及《我
的野蛮女友》等韩国电影的插曲。

此次进行表演的蕾卡托室内乐团是国内顶尖
的专业室内乐团，乐团成员均毕业于国内外知名
音乐学院。蕾卡托是意大利语 LEGATO 的音译，
这个词在乐谱中是一个音乐符号，表示连奏和连
唱的意思。该乐团以 LEGATO 为名，希望把他们
热爱的音乐传递给观众，一直延续下去。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
韩剧”七夕视听音乐会

时间：2015.8.20
地点：解放军军乐厅

音
乐
会

8 月 20 日，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
样一个“中国的情人节”里，你如何表达自己的
爱意？玫瑰花，巧克力，还是一个甜蜜的吻？

可你知不知道，吻并不是人类普适的表达
爱意的方式？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地区的
人排斥亲吻的行为。

今年 7 月，《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了一
篇论文，美国内华达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研
究人员通过调查的 168 个文化社会（cultures）发
现，其中只有 46%的文化社会的人们会浪漫地
亲吻，并认为接吻是热情的、表达性冲动的行
为。另一些文化社会中，人们则并不这样认为，
甚至排斥亲吻的行为。

最终，研究人员认为，接吻是一种经过学习
的行为，由西方社会创造并世代传承。

此次的研究与先前的调查———90%文化社
会的人接吻大相径庭。对此，研究者们在报告中
这样写道：“我们觉得先前的研究者们可能因为
西方种族优越感而认为激情亲吻是世界通用
的。”

那既然接吻为后天习得的行为，亲吻又从
何而来呢？

吻的起源

得克萨斯的一位人类学家沃恩·布赖恩特
把历史上最初的接吻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左
右的印度。当时，吠陀著作中提到，人们会用嘴
来“嗅”对方，后来的文献中提到恋人们“嘴对着
嘴”。他推测，公元前 326 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旁遮普之后，吻就开始向西传播。

而一些文化历史学家认为，是牙医的出现，
帮助人类战胜口臭，嘴唇才解放成性感地带。19
世纪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接吻是
一种潜意识的行为，是婴儿时代吸吮母亲乳头
的再现。于是，有些人类学家提出，接吻起源于
有婴儿食品之前母亲用嘴哺喂婴儿的动作。但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这种习俗。他们指
出，在若干种语言里，接吻和“咀嚼之前”意思相
同，而吻最常用的形容词也是“甜蜜的”———这
些绝非巧合。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接吻
或许和嗅觉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因为人几乎
都有独特的气味。有些人甚至能在黑暗的屋子
里凭着气味辨认亲戚。

但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叶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
自我反省中我们可以知道，亲吻确实可以在异
性中引发一定程度的性满足。基于此，我认为亲
吻既非一种文化现象，更非一种经济现象；而是
一种与我们的生理和荷尔蒙激素相关的行为，
因此它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的。”

动物也会亲吻

论证接吻是一种先天遗传的行为，或许可
以从动物身上找到证据。2013 年，美国乔治亚
州艾莫利大学的一项关于“倭黑猩猩”行为的

研究发现，这种原产于非洲刚果河以南的猩
猩，会以拥抱和亲吻方式，让同伴感受温暖，
而这类动作凸显人类与猿类拥有相似的情绪
表达功能及方式。

这并非第一次对猩猩的行为进行研究，早
在 1967 年，英国人类行为学家、动物学家德斯
蒙德·莫利斯就写过一本名为《裸猿》的书，在书
里，他把人类当作一种物种，亦即“裸猿”来看
待。透过把“裸猿”与其他品种的动物比较，来讨
论人类的种种行为。莫利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
独特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需而演化出来的，为
了应付狩猎收集者生活的挑战。

亲吻的动作并不局限于人类、猩猩等灵长
类动物，比如蜗牛也会用触角彼此爱抚，鸟儿用
喙碰来碰去，许多哺乳动物会舔对方的鼻子。

进化生物学之父达尔文曾在 1872 年的著
作《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中对接吻进行了描
述。他把用嘴唇接吻和其他各种类似接吻的行
为作了明显的区分，指出摩擦鼻子或其他相关
行为经常起着同样的作用，可能就是现代人所
说的浪漫的嘴对嘴接吻的先兆。

接吻的情感表达

1929 年，人类学家欧内斯特克劳利称，接吻
除了在欧洲和希腊这种“高等文明”地区之外，
并不常见。比如在玻里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一
些非洲部落，接吻鲜为人知。

而前不久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的这篇论
文指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接吻还存在差异。
在墨西哥、法国、西班牙、荷兰、阿根廷、比利时、
瑞士、黎巴嫩、海地等地，男女双方互相亲吻脸
颊一至三次打招呼来表达热情和尊重。亲吻的
数量和位置随着国家、社区和个人的不同而变

化。在其他地方，例如在芬兰和英国，握手或者
点头更常见。许多德国人只和他们最亲密的人
亲吻；在印度、孟加拉国和泰国等地，这是家宅
之事。在日本和中国公众接吻原来是禁忌，但现
在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所有这些例子都是
普遍性的，但很明显，人们通过接吻的习俗所表
达的情感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除了文化因素差异外，人类的亲吻还包括
了最原始的“冲动”———性爱。人类学家海伦费
舍尔就曾经指出，即使在亲吻尚未出现的社会，
在发生性关系之前，人们也会拍、舔、擦或者咬
彼此的脸颊。

“亲吻与性快感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的皮肤
和黏膜结合部位都能够带来性愉悦甚至性高
潮，舌头伸入口中的湿吻，是性愉悦的一种途
径。所以，接吻是性爱的一种形式。”北京林业大
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对《中国科学报》记
者解释道：“当然，在有些文化中，会基于卫生，
或出于对性禁忌的考虑，排斥接吻。所以，我更
认为‘主张接吻不洁是一种禁忌文化’。”

叶航也认为，拥抱、亲吻、抚摸等都应该是
人类通用的表达爱意和性的方式，“我认为这对
原始人类同样适用。现代社会表达爱意的方式
更趋于多样化，从这可以看作与文化与经济发
展相关的习得性行为，比如，情人节送花、烛光
晚餐等等。”

不过，针对美国内华达大学和印第安纳大
学的研究，叶航认为这篇论文建立在人类学田
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不够精致，比如对问卷的
设计就可能存在歧义，那里的“亲吻”究竟是专
指男女之间发生的亲吻还是泛指日常生活中礼
节性的接吻？“而我们知道把接吻作为一种社交
仪式（类似握手）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东方文
化中并不被认可。”叶航说。

兰州是怎样的一座城？对于新加坡女孩
Corine Tiah 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碗热气
腾腾的牛肉拉面。兰州本地的拉面与新加坡唐
人街上的有何不同？对于兰州人来说，拉面又意
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拍摄一部 10 分钟
纪录片的任务，Corine Tiah 踏上了前往兰州的
旅程。探寻这个西北城市的精神内核，她决定就
从这一碗面开始。

在兰州，她走进过这个城市最知名的、人满
为患的拉面馆，也顺着平民住宅楼里飘出的袅
袅香气探寻那些做拉面的普通人家。在她的镜
头下，当奶奶给孙女端上一碗刚出锅的拉面时，
Corine Tiah 突然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
故乡的味道，是人们对家和亲情的依恋。

一碗面代表一座城，Corine Tiah 把她所拍摄
的纪录片的名字就叫作《来一碗兰州牛肉面》。它
是 2015 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以下
简称“看中国”）100 部纪录片中的一个。

“看中国”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会林文化基
金、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性中

国文化体验项目，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五届。
今年的“看中国”项目从 5 月 4 日启动，到 8 月 5
日进行展映，共历时 95 天。在这三个月左右的
时间里，来自世界 20 个国家、19 所高校的 100
名外国青年奔赴中国北京、青岛、贵阳、沈阳、杭
州、成都、厦门、开封、西安、兰州等 10 座城市体
验中国文化，每人呈现一部以“人·家·国”为主
题的 10 分钟纪录短片。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搭建一个体
验中国文化、实现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平台，让参
与‘看中国’的外国青年可以有机会来到中国，
深入中国各个城市，进行文化探寻与发现，从他
们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发现中国的新景象，最后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
出来，并带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文化
交流。”“看中国”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中国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介绍说。

“看中国”活动参与者拍摄的纪录片得到了
不少专家的肯定。在 CCTVNEWS 节目总监刘
聪看来，这些作品立意独特，结构巧妙。“外国青

年能够深入体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能够从
我们日常接触的筷子、食物、习俗背后读解中国
文化的深厚韵味，这是影片所具有的独特魅
力。”

英式喜剧《别叫我憨豆》的节目主持、导演和
编剧 Stuart Wiggin 则对一部叫作《戏如人生》的作
品印象深刻。“影片呈现了传统川剧艺术有别于现
代川剧艺术的特殊之处，向观众展示了现代川剧
中如喷火、变脸等流行技巧背后的川剧精神，这恰
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现状的缩影，具有独特
的文化价值。”Stuart Wiggin 评价说。

在黄会林看来，这 100 部作品，每一部都无
法被取代。“因为它们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青
年追求最佳文化发现、最佳艺术表达，还有凝聚
在作品背后的国际协作精神。它们表现了整体
的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外国青年视角的多元化
以及艺术表达的丰富潜力。”

黄会林坦言，曾有朋友对她说：“您为何不
邀请一两位国际知名大导演来拍中国，这样这
个项目就可以一夜成名了。”她婉然拒绝，坚持

邀请国外青年来看中国、拍中国。“因为，青年是
世界的未来，青年时期，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这样的
经历，可以为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一定的
积极影响，我们希望他们在中国遇到的人、感受
到的中国文化，可以在他的家人朋友之间口口
相传，这也正是我们组织‘看中国’项目的初衷
与意义。”

据黄会林介绍，2016 年度“看中国”项目已
在筹备中，计划拓展合作国家和合作机构，邀请
更具影视创作能力的青年来华参与项目。

外国青年眼中的中国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一批优秀的学
术文化大师在抗战烽火中“南渡”求存的
78 周年。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随着日军
大举进攻，平津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发出
命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
立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组成临时大学
向长沙转移。与此同时，上海的国立同济
大学、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武昌的国立
武汉大学、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等高校，
也开始向西南流亡。国立中央研究院也
在南京沦陷前夕向长沙转移。

之后，随着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继
续西进，根据国民政府命令，已经西撤的
教育、文化连同兵工等机关，继续向西南
撤退。于是，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临
时大学，由长沙撤到昆明后正式组建西
南联合大学。

1945 年，随着抗战胜利，流亡西南的
各机关陆续“北归”，西南联大师生也在

“中举业、需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还燕碣”的歌声中重返平津，开始了战后
新生活。

如今，也有一批人，为了追寻大师的
思想，重温那段烽火中依然充满理想的

岁月，重新踏上了那条“南渡北归”之路。
自 7 月 7 日在北京清华园举行出发

仪式开始，由“游读会”策划、上海春善文
化公司承办的“追寻大师思想，跟随岳南
先生‘南渡北归’活动”历时近半个月。

《南渡北归》一书的作者岳南，带领活动
参与者一路上经过长沙、昆明、蒙自、大
理、丽江、李庄、成都，最后到达南京，在
大师们当年驻足、歇息、生活、工作和战
斗的地方进行现场讲解，钩沉当年大师
与脚下土地的感情以及生活的种种细
节，特别是在外界了解甚少的陈寅恪、闻
一多、朱自清等人在蒙自、龙头村等地的
故居和工作场地，进行重点观摩、讲解，
回眸大师过往的岁月。

一路上，各地相关历史遗迹的现状
让岳南印象深刻。“这次我们顺着大师的
足迹，原来不曾找到的地方，这次找到了
一些，其中有很多是依靠当地熟悉情况
的热心读者。”岳南告诉记者，“原来对西
南联大的历史遗址，大家不够重视，不过
现在有些政府和群众开始意识到这里蕴
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和传
承。”

“比如，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城，当
年西南联大分校教授居住的地方叫哥胪
士洋行，原来我去的时候那里变成了娱
乐场所，这次去已经改为了‘一下楼’展
览馆。当然，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昆明，我们去看了闻一多在昆明市郊
区的故居，周边房舍已被拆除殆尽，可能
是要开发，只剩闻一多故居孤零零地立
在那里。”岳南说道。

每走到一地，当地人们的热情总让
岳南动容。“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些热
心读者来与我们交流，长沙一中、成都见
山学院等还邀请我们去作演讲。在华西

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园里，有很多读者和
学生跟随着我们，听我们讲解。人们对大
师‘南渡北归’的历史还是很感兴趣的。”
岳南说。

“之所以组织重走大师‘南渡北归’
之路的活动，一方面是希望人们铭记历
史，不忘当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实践中领
会在那些艰苦卓越的岁月里，南渡大师们
展示出的精神风骨；另一方面，大师的思想
对当下的‘浮躁’有‘思想治疗’的作用，我
们希望通过大师的精神磁场，感召更多的
有识之士投身到当下的‘精神’建设上来，
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为学习型社会的建
设贡献微薄之力。”对于组织此次活动的
初衷，“游读会”发起人赵春善说。

对于游读与传统旅游的不同，岳南
作了个有趣的比喻。“如果说传统的旅游
是出租车，乘客要在路边招手，看到什么
车就坐什么车，那么游读就像专车，乘客
的自主性更强。”岳南说，“游读是专题性
的旅游、读书活动。比如，如果你对西南
联大的教授很感兴趣，那么就可以沿着
他们走过的路，看看当年他们是怎么走
过来的，站在很多历史遗迹面前，你会很
感动，比看书更加立体，你会看到更鲜明
的人物群像，让自己在文化、思想和心灵
上有点收获。游读虽然还是一个新生事
物，但我想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诗人、作家、评论
家王久辛作为特邀主讲。在他看来，游
读，是一个深层阅读的方式。“它不是死
读书、读死书，而是读大地之书、百姓之
书、人心之书。是一个‘接地气’的读书方
式，使历史成为眼前的现实，使脚下的土
地变成进入历史的门槛。一个新的阅读
革命开始了，我骄傲，我是这场革命的开
拓者、实践者、见证者。”王久辛说。

追寻抗战岁月的大师足迹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8 月 14 日，“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及国家
图书馆总馆北区举办。这也将拉开国家图书
馆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的帷幕，系列纪念
活动包括开通“东京审判资源库”，国图公开
课推出专题课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日本的
战后处理”等等。

国图副馆长陈力在介绍“不朽的长城”
展览时说，“本次展览的特色是以文献为证，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充分发挥文献史
料的独特作用”。据悉，国图精选了馆藏相关
抗战珍贵资料，包括新善本、日记、手稿、报
刊、图书、照片、缩微胶片、影音资料等 1500
多件，通过“烽火连天”“血肉长城”“抗战文
化”“鉴往知来”和“抗战中的国图”五个单元
向观众展出。

观众通过《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 等新善
本，鲁迅、斯特朗、丁玲等一系列名家的手稿
以及 17 位东北抗联老战士的口述资料能重
温抗战的那段历史。

以文献为证，近些年，国图加强馆藏抗战
时期史料资源建设，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框架下，开展了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相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为驳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歪曲否认侵华历史言论
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和佐证。展览期间，国图还将举办“《国际检查局询问
记录》与《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二辑》新书发布仪式暨座谈会”。

8 月 14 日，“东京审判资源库”正式上线。下设庭审记录、证据文献、
判决书、影像记录等 8 个子库，内容包括国图近年来从海外征集到馆的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4.9 万项，中英文判决书各 1200 页，证词、证据文件
4949 份，庭审现场历史照片 384 张等。

了解真实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8 月 15 日，国图公开
课的网络平台还将推出专题课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日本的战后处理”。
在抗战胜利 70 年的今天，我们应如何记忆那段历史？如何总结历史的经
验教训？特别是如何面对战后新的国际社会及变化的世界，如何认识战
后的日本和中日关系。这一组共 10 讲的专题课程将解决这些问题。

据介绍，本组公开课从战前、战争和战后三个角度讲述这段历史，课
程以国民通识为出发点，为听众梳理对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
脉络，尽力提供一个相对完整、全面、客观的抗战认知体系。公开课的主
讲人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步平。步平是中日共同
历史研究项目的中方首席委员。2002 年起他主持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
共同编写的东亚近现代史工作，并主持三国“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
坛”。2006 年起主持中日两国政府间历史问题对话，担任中方首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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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左一）一行重走西南联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