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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一座西安城，半部中国史，在这片孕育中
华文明的古老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音乐的印
记。从农耕始祖到仓颉造字，从赳赳老秦到
盛世长安，宫、商、角、徵、羽的传统五声音阶
在这里起源，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梨园也
在此得到见证。

如果大雁塔是深沉的低音，钟楼奏响着
嘹亮的高潮，马道巷里迂回婉转，古城墙下余
音绕梁，那笔直的中轴线就演绎成没有休止
符的乐谱，秦腔的魅力在这里流淌了上千年。

1912年，易俗社创办，从此在这个堪称中
国戏曲活化石的秦腔剧社里诞生了无数经典
之作。而首演于1918年的《三滴血》无疑是其
中最为经典的代表，在绵延100年的精彩演绎
中，牵动着无数喜爱秦腔的戏迷观众们的心
灵。戏如人生，这不仅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也
是一部复杂人生的悲欢离歌。

大秦腔，黄土地上的文化之根

作为中国戏曲艺术鼻祖的秦腔，经久不
衰，历经千年的沧桑。正是一代代戏曲艺术
家们的艺术积累和情感寄托，将其视作国人
的生命命脉，才造就了这蔚为大观于国际艺
坛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戏曲文化。

秦腔流行于大西北五省区。它那曲调鲜

明的伴奏和豪迈高亢的唱腔代表了西北人民
的个性与生活，代表了秦陇大地、黄土高
原、泾河渭水、河套沃土、天山戈壁、祁连
雪原的山山水水和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各
民族华夏儿女的情结。

一曲欢音让人顿时心生愉悦，一曲苦音
使人怜悯叹息。秦腔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可
谓大开大合，在情感的处理上大起大落，使
得观众的情绪为之紧扣，深深入戏。

秦腔剧目大多来源于神话传说、历史典
故、民间故事以及文人杜撰，也包括现代故
事。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积累，凝聚着深厚
的情感，诞生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经典剧
目，承载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

抗击外敌辅政安内的能臣大将，勤政廉
洁刚正不阿的州府县官，舍身取义的豪侠
志士，追求爱情的才子佳人，重节尽孝的
媳婿子女……那些说不尽的风流人物，道
不完的传奇故事都在豪迈顿挫、婉转悠扬
的唱腔里得以重现，成为不断涵养三秦儿女
的永恒艺术。

正如悠扬纯情的陕北民歌是由那些种田
的农夫、放羊的汉子、浣衣归来的婆姨、未出
嫁的女子在劳作之余传播一样，秦腔，也是因
为他们——一群热爱秦腔艺术、祖祖辈辈生
长在黄土地上的自乐班不断地传唱而绵延。

如今在西安古城墙脚下，偶尔还能听到
昂扬激越的秦腔，带着几分烟火气息，和几
分历史的苍凉。护城河边浓浓的树荫下，以
城墙作背景，这片古老的土地成了天然的
舞台。一声秦腔的呐喊，千古帝王和才子

佳人的故事便生生不
息地流淌在古城人的
生活中。

在西安，城墙下的
秦腔自乐班是有传统
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就
有民间组织“秦腔北
会”。1996年国庆，他们
义务在城墙下为市民演
出。自那时起，城墙下
的戏班便吸引了众多戏
迷爱好者前来欣赏。

护城河边的曲调经
久不息，有秦腔传统戏
《三滴血》《铡美案》《五
典坡》《周仁回府》等，也
有眉户剧和现代戏。在

这独具特色的环境里演唱和观赏，演员与观
众融为一体，秦音秦调在古城背景之下也多
了一份野性的美。那穿透天地间的抑扬音调
和雄浑之气，是独属于西安的世俗之美。

那声音，那唱腔，浸透着粗犷苍凉的黄土
地，挟裹着八百里秦川的滚滚雄风，犹如汹涌
澎湃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扑面而来。经过历
史的洗涤，飘荡在世世代代热爱黄土地的人
们的心中，飘荡在这块雄浑古老的土地上，飘
荡在千年历史文化的血脉里。

《三滴血》，百年传唱的经典名剧

“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喜
欢秦腔的戏迷们大概都能哼唱出这句苍茫有
力又悠扬婉转的唱词，其不仅代表了秦腔唱
腔的典型风格，更是由此让唱者沉醉于那部
百年经典的秦腔大剧——《三滴血》之中。

作为传唱百年的经典剧目，出自剧作家
范紫东先生笔下的《三滴血》情节跌宕起
伏、人物刻画恰如其分，许多经典唱段已是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曹禺先生曾称赞《三
滴血》这出戏是“简直可以同莎士比亚的剧
作媲美”。

无论是年少勇为善良正直的周天佑和李
遇春，还是俏皮可爱的贾莲香、情感真挚的
李晚春，亦或是古道热肠的王妈、糊涂顽固
的晋信书，《三滴血》中错综复杂又曲折离
奇的人物关系堪称壮观，且在动人的情节背
后又辅以警示世人的积极意义，无愧于经典
之名。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唱不尽的戏曲人
生，演不完的悲欢离合。如今已经百年传唱
数代艺术家的精心打磨和演绎，《三滴血》
已然成为秦腔的代表剧目、易俗社的响亮招
牌，而取自全本中的《虎口缘》《结盟》也
成为了盛宴不衰的经典折子戏。每当广袤的
西北大地上响起《三滴血》中那些或高亢嘹
亮、或清丽婉转、或苍迈高古的优美唱段
时，内心都会为之激荡不已。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文艺在心中口中流传才能经久不息。以《三
滴血》 为代表的秦腔作品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既有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
望的吼叫，又有爱和恨、存在和死亡的呐
喊，这种从泥土里“钻”出来的声音就是
三秦大地历史变迁的“口述史”和“活化
石”。或许这也是《三滴血》乃至秦腔绵延

不绝的最佳注脚。
2018年，在这部秦腔经典名剧上演一百

周年之际，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举办了一系
列以加强剧目影响力，提升剧目艺术水准为
目的的系列活动——青春版《三滴血》上演
广受好评；《三滴血》百年座谈会研讨该剧
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普及问题；《三滴血》情
境演唱音乐会圆满落幕；《三滴血》戏迷争
霸赛助力古城梨园之都的建设……古老的艺
术以新的形式表现，无限的创造力带给它更
旺盛的生机，也让戏曲文化的魅力再次大放
异彩。

随后的10月13日、14日，《三滴血》将
开展晋京百年纪念活动，包括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进行演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党
校（北京大学）举办论坛活动。这将是继上
世纪五十年代后，秦腔《三滴血》再一次晋
京演出，庄重端严的姿态背后，是三秦大地
的那份豪迈与激昂。

是的，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音乐，从来
都有着宽阔雄浑的空间感。雄伟肃穆的唐风

建筑、星罗棋布的庙宇道观、廊腰缦回的亭
台楼阁，游移你能触摸到的空间里。自两千
多年前传承而来的乐章或如流水潺潺，或如
江河奔涌，进而惊涛拍岸，开天辟地，让城
池借势起舞，让人心随波涌动。

时代变迁，繁华散尽，西安似乎和其他
的城市一样，归于平淡。然而，骨子里的热
情和躁动，让秦腔的基因却以更年轻的形式
传承下来，秦人的才华从来未曾褪色。

长安城也正如一棵常青之树。寒来暑
往，千年轮回，万物荣枯生长，而她依然枝
繁叶茂，与时节相衬相伴，大放异彩。除却
关中平原的风调雨顺与秦岭的固若金汤，秦
腔的滋养更为她持续注入着旺盛的生机。

从炎黄故里到十三朝之都，从皇城重地
到寻常巷陌，秦腔的光芒混和进生活的烟火
气，自此成为秦地独有的艺术。我们吼秦
腔，听摇滚，唱民谣，以虔诚的心致敬属于
西安的光荣过去，也“经典永流传”的梦想
生生不息，让“音乐之城”的愿望在此星火
燎原。 □曲小文

◆特别关注 60万医学生仅10万从医
——年轻人为何不愿穿“白大褂”

在今年开学季，记者调研发现，过去异常火热的医
学专业似乎遇冷，不少莘莘学子对从事医学专业望而却
步。一些医学院负责人表示，医生这一职业风险大、门
槛高、报酬低，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穿上“白大褂”。
但即使这样，医学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需要历经从
基础到实践，再到人文的系统培养过程。

60万医学生，仅10万人穿上“白大褂”

记者在甘肃省庆阳市农村调研发现，一些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因无人学医而面临医务人员青黄不接的状
况。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卫生院院长邵亚洲介绍，当地
村医年龄结构老化，后继乏人问题突出，全镇村医年龄
最小的43岁。

45岁的肖金镇张庄村卫生室村医邵玉宁说，自己曾
动员女儿学医，但孩子以“没双休，晚上还出诊”为由表
示坚决不干。全省虽然免费定向培养农村医疗人才，但
受种种因素影响，村里选择学医的人越来越少。

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执行院长张连生表示，部
分医学院临床专业依旧热门，国内医学院招生分数高，
并不缺乏优秀的学生报考。

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医护人员的子女从医的比例
非常低，以兰大二院为例，医护人员的孩子学医比例不
到10%。中国医师协会今年1月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
状况白皮书》显示，45%的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

记者在北京、甘肃等地采访医学院后发现，较之改
革开放初期，医学生的吸引力有所降低，即使考取了医
学专业，之后穿上白大褂者也明显减少。

“尽管我国每年培养 60万医学生，但真正穿上白
大褂的只有约 10万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张宏冰
告诉记者。

不愿意穿“白大褂”成因复杂

——执业环境变差，超负荷工作下难以“精益求
精”。兰大一院心脏中心主治医师徐吉喆说，一些家属
缺乏基本医疗知识，对治疗期望值过高，认为医院就该
是起死回生的地方，往往忽略了医疗的高风险性。甘肃
兰州一名大四医学生蔡宏明（化名）说，“医闹”现象眼下
有所缓解，但自己实习期间会碰见患者拿“百度百科”指
挥医生治病，“有的病人不做安排的检查，也不签字，还
质问医生是谁规定的，给正常诊治制造了麻烦”。

兰大一院急诊科主任褚沛说，大型医院越是优秀的
医生越是超负荷工作，但医生也是有血有肉的，一个医
生最好的工作状态是张弛有度、游刃有余，一边享受快
乐生活，一边解除病人痛苦。“我不赞成多给一些钱，多
加几倍的活，这会累死医生的。长期下去会造成精力透
支，对病人也是不负责任的。”他说，医生在精力不好的
状态下，手术或者思考过程容易出现偏差，过度疲惫也
容易导致医患沟通效果不好。

——医学本科生择业高不成低不就。张宏冰说，在
我国，省级医院基本只招博士、硕士，地市级医院至少要
求硕士学位，部分硕士、本科毕业生去二甲医院，专科毕
业生去县级以下的医院成为常态。通常，医学生不愿去
小城市或乡下，即使愿意，还要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并且只有证书没有学位，以后不准报考临床专业研
究生，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希望再进入三甲医院工作。

因此，应届毕业生大多首选继续考研，这是医学本
科生不愿从医和医院招不到足够医生的重要原因。

——职业起步薪酬低，医路漫漫成才难。“30岁还向
家里伸手要生活费，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啊!”蔡宏明
说，毕业后面临结婚买房的压力，还要规范化培训3年，
其间没有工资可领，马上三十而立的他真心等不起。

张连生说，自己女儿本硕博学医连读8年，毕业2年
后在苏州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工资加绩效为8000多元；
侄女本科毕业，在苏州做医药代表，工作首月仅工资就
有7000多元。工资偏低、就业心态等综合因素下，许多
医学生纷纷跑去制药企业当医药代表，实在是有点浪费
人才。

——各地医学院普遍扩招。张宏冰说，一些大学不
差钱，没有招生压力。多数普通高校的经费来源与学生
人数直接挂钩，只有少量政府财政拨款和学费，所以只
得尽可能多招学生，影响了医学的精品教育特点。这些
学校的毕业生质量不高，多数不能从医或找到理想的医
院就业。

“即便医学人才紧缺，也不能不尊重医学教育规律”

想让更多年轻人穿上“白大褂”，还需要为医生提供

合理收入，改革不完善的医疗制度，解决培养人才与基
层需求脱节的问题。

首先，让医生获得合理收入，改革医学生培养模
式。兰大第二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阎立新说，目前医生薪
酬低具有普遍性，薪酬制度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原则。比
如，甘肃对公立医院的工资基数参照普通事业单位，医
生不能和公务员作同等对照。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前
期投入成本大，工作后多处于超负荷状态，应尊重医疗
行业的特殊性，合理提高医务工作者的薪资。

张宏冰建议，可考虑学习美国的住院医生 3至 5
年、专科医生 2至 3年的培养模式，出台政策鼓励和吸
引医生到地方医院就业，缩小大医院与小医院医生的
收入差距。

其次，大力发展地方医院，畅通基层医院人才引进
渠道。阎立新说，2015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以强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
诊疗服务体系。目前各地虽然加大了对基层医疗机构
投入力度，但大部分都是给钱给物投资硬件，医学人才
软件方面仍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套，在个人待遇、职称晋
升、事业发展上给予倾斜政策。

张连生说，医学生高不成低不就，还在于一些基层
医院进人机制不畅。需要进一步改革基层滞后的选人
用人机制，让医院用人自己说了算，打通医生进修晋升
通道，使出台的新政真正体现尊医重卫。

第三，因需施教和精英教育并重。阎立新说，如今
许多专业医学人才，不仅是小医院缺，大医院也很紧俏，
如何保障医学人才有效供给，需要医学院有针对性地加
强培养。“拿精神卫生专业来说，心理疾病治疗需求不断
增大，但是医学院目前培养的该专业本科生非常少，远
远不能满足需要。”

“即便医学人才紧缺，也不能不尊重医学教育规律，
翻倍扩招难免会出现教育质量滑坡。”阎立新认为，大学
整体发展趋势是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但医学教
育绝对是精英教育，需要历经从基础到实践，再到人文
的系统培养过程才可以。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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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国庆假期期间，因为“全球免单大礼
包”，一条“全球独宠中国锦鲤”的微博被
转发了 300 万次。出境游作为度假的头号
热门可见一斑。对中国来说，“锦鲤”是幸
运的象征；对世界来说，每一个中国游客
都是一条“中国锦鲤”，是双赢的象征。

根据麦肯锡近日发布的《中国出境游
市场深度观察》报告，2017年全年，中国
出境旅游人次就超过了1.31亿；预计2020
年出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6 亿。中国出境
游增长势头强劲，且单次行程的消费额全
球第一。中国出境旅游消费额预计将以
6.1%的复合年增长率上升，2020年或将超
过 2 万亿元人民币。而移动支付已成为 45
岁以下游客的常规付款方式，平均使用率
为43%。

移动支付也是一条“中国锦鲤”。作
为出境游的催化剂，它让人与人的连接更
有力，也让生活更方便。对游客来说，把
移动支付带出国的“全球玩、全球付”只
是基础服务，更有价值的还是VIP式的尊
贵感。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目的地推
出了支付宝价与中文服务。此外，全球已
有80个机场支持支付宝实时退税，扫完码
钱直接退回支付宝。科技改变生活，让旅
行中的繁琐事务变得省时又省心。反过
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到中国来看看，
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移动支付是他们
最想带回自己国家的“土特产”。

近年来，我国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与
体制优势，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
史性机遇，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有些领域甚至“后发先至”，处于全球领先
位置，移动支付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
生力军。

这几年来，我国快速形成并产生了一
批新型标志性企业。而且，与改革开放之
初的标志性企业有所不同，当前涌现的标
志性企业，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
配置资源的范围、内容、深度不断拓展。
中国的大国气象孵化了它们，它们的茁壮
成长也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为大国气象注
入了新的内涵。

下一条堪比移动支付的重量级“中国
锦鲤”会是谁？可能是人工智能。“AI 教
父”李开复预言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
他的预言固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其着眼点
和思维框架仍不乏启发意义。对中国来
说，无论形势怎么变，关键还是要做好自
己的事。当“中国锦鲤”游向全球，当中
国企业 （服务） 和中国用户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一个引领科技生活潮流的大国形象也就
跃然纸上了。 □和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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