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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文艺作品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见习记者宋浣竹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春季
市民登山、露营等户外活动增
多，随之也出现一些受伤被困的
意外情况。今年入春以来，市
119消防指挥中心已接到多起被
捕兽夹困住的求助报警。

4 月 22 日上午 9 时许，市
119消防指挥中心接到一名女子
报警，其丈夫在丁蜀镇南山的竹
林中挖笋时，误踩捕兽夹被困。
接到指令后，丁蜀专职消防队迅
速赶往南山救援。到达现场后，
消防队员一边拨打报警人电话
确认具体被困地点，一边在山上
进行搜寻，20多分钟后，终于在
一处小竹林内找到了被困者。
被困者是一位老人，当时他的一
条腿被捕兽夹夹住，动弹不得。
所幸老人被捕兽夹夹住后，立即
从地上捡了一些石头，塞进捕兽
夹内卡住夹板一侧，以防捕兽夹
越夹越紧。消防队员立即用大
力剪撬开捕兽夹，将老人救出。
经检查，老人腿部仅有一些擦
伤，但由于被夹时间较长，腿脚
已经麻木，在消防队员的搀扶下
才回到家中。

无独有偶。4 月 13 日下
午，铜官山上有人脚部被捕兽
夹困住。接警后，市119消防指
挥中心立即调集环科园专职消

防队赶赴现场救援。由于山中
信号较差，消防队员在救援途
中一度无法定位，得知山林保
安了解被困者具体位置后，消
防队员立即与之约定到山顶会
合，碰头后大家往被困者方向
前进。由于前一天下过雨，地
上十分湿滑，加上山路陡峭，行
进难度较大。经过近一个小
时，消防队员终于到达被困者
所在地点。此时，被困者右脚
脚踝部位被钢丝绳牢牢套住，
已经失去知觉，消防队员立即
利用老虎钳与大力剪将其救
出。原来，被困者是山脚下的
村民，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山
采摘乌饭草，所幸此次只是被
钢丝绳套住并未受伤。

对此，市消防救援大队提
醒市民，登山要提前规划好安
全路线，谨防隐藏在草丛中的
捕兽夹等陷阱，同时要携带通
讯工具，若不幸遇险，应尽快
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同时，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了解到，根据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境
内不设猎区的通知》规定，我
市属于禁猎区，不允许毒药、
笼子、夹子等任何形式的捕猎
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本报讯（通 讯 员卢俭幸）
“陈泽轩拾金不昧的行为值得
大家学习，希望他继续发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4月 22日，市公安局
万石派出所教导员周宇皓等人
来到市万石小学，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颁奖仪式，为六年级学
生陈泽轩送上书本、笔记本等
学习用品，表扬他拾金不昧的
善举。

4 月 19 日，陈泽轩放学回
家时，发现路边有一只黑色手

提包，他拾起后，便在路边耐心
等待失主前来认领。然而，经
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未见有人
前来寻找。于是，陈泽轩将这
只手提包交到万石派出所，寻
求民警的帮助。经查看，民警
发现手提包内有若干现金，戒
指、手表等贵重物品以及献血
证。最终，民警通过献血证上
的相关信息找到了失主，顺利
将手提包归还。失主对民警表
示感谢的同时，也请民警向拾
金不昧的陈泽轩表达感谢。

上山游玩，
谨防脚下陷阱！

我市已接到多起被捕兽夹困住的求助

少年拾金不昧
民警为其颁奖

战鼓擂响、利剑出鞘，伴随
着一段气势磅礴的配乐，市博物
馆的讲解员化身“周处”，身披战
甲、手持宝剑，挥剑之间威风凛
凛，徐徐引出文物周墓墩·错金
铜弩机的讲解。日前，融合了文
艺作品演绎与文物讲解的短视
频《周处除三害——周墓墩·错
金铜弩机》，在市博物馆微信公
众号上一经发布，便引起广大文
博迷的关注。

用文艺作品演绎的方式讲述
文物背后的故事，这并非我市的
首次尝试。近年来，市相关部门、
单位积极探索将文物与文艺作品
相结合，精心策划和创作，通过音
乐、情景剧等形式，深入挖掘文物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将文物
的背后故事和艺术价值更加鲜活
地呈现在群众面前，让群众在了
解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厚重历史和
文化魅力。

通过对文物的深入研究，实
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再现的
目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时
不断探索的课题。借助文艺作品
的力量，一件件文物焕发新的生
机和活力。在宜兴，留存至今的
众多古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
化。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谢
桥坐落于城区氿滨大道和永安路
交会处，建于宋代，明代重建，
1921年又进行了重修。“每一块石
板、每一道石缝都承载着宜兴人
的乡愁和情怀。”市文化馆副馆长
王超说，对宜兴的人文历史特别
是文物古迹情有独钟的他，想用
自己擅长的音乐创作让更多人了
解这座古桥。于是，2022年，他大
量翻阅和学习历史资料积累素
材，也一次次实地踏上谢桥，亲身
感受它的韵味与魅力。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由他作词作曲、我市青
年歌手郑琦演唱的《谢桥之歌》便
制作完成，以谢桥为线、音乐为

媒，展现了与谢桥有关的两段历
史佳话，受到了很多市民的喜爱
和转发。“《谢桥之歌》的成功推
出，为我开拓了创作思路。”王超
说，不久后，一首融合了画溪桥、
蛟桥等十多座古桥的歌曲《古桥
情韵》在他手中诞生，再次通过音
乐的形式，让市民感受到宜兴古
桥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除了音乐创作，我市还运用
不同的艺术手法，将文物的魅力

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位于张渚
镇善卷洞西南国山顶上的国山
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何让这块深藏在山林之中的古
碑为世人所识，让它的历史与文
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去年5月，由
善卷洞风景区与市文化馆联合推
出的短片《小主播带你游善卷之
国山碑》，对此做出了大胆尝试。
短片开篇一只蝴蝶缓缓从善卷洞
风景动画中飞出，舞入现实的景

中，两名小主播化身携手同游的
好友，边走边进行情景对话，将国
山碑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现在
看到的这个版本，已经经过了数
十次修改。”善卷洞风景区营销策
划中心经理张健说，为了让剧情
更具深度和趣味性，从剧本创作到
拍摄、剪辑都是反复打磨、精益求
精。短片一经推出，便受到网友点
赞和转发，“小主播好棒啊”“这样
的宣传作品非常有意思”……短片
的火热传播，也为善卷洞风景区带
来了更多人流量，一些学校和研学
机构纷纷组织人员前来参观学
习。“从去年开始，除了宜兴本地的
学生外，镇江、无锡、苏州等地的中
小学也陆续组织学生前来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已有上万人
次。”张健说。

去年，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
物馆》爆火，这也启发了我市利用
文艺作品演绎文物故事的创新思
路。今年，善卷洞风景区开始了
新尝试，全新的情景剧《善卷洞之
传说》《善卷洞之梁祝爱情故事》
正在积极筹备中，目前剧本创作
已完成。“这次我们打算将善卷洞
设计成动画人物形象，并在剧中
设计演员演绎相关历史剧情，将
国山碑、碧鲜庵等文物保护单位
的历史故事生动再现。”张健说。
同样，市博物馆预计后期将推出
全新形式的创意短剧。据市博
物馆馆长郝殿峰介绍，这次的短
剧将融入穿越和全民参与文物
保护元素，为了更贴近生活，选
取了十几位本地市民作为演员
参与拍摄，从演员海选到剧本策
划再到拍摄成片，花费了近半年
时间，只为打造让人眼前一亮的
剧情和形式。“希望通过更丰富
的文艺作品演绎形式，让市民更
加了解和珍惜这些文物，积极参
与到文物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
来。”郝殿峰说。

拍摄创意短片（市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