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斌） 8 日，三明市本土题材红色电影
《血战深坑岭》在中影梦工坊三明店举行了全国首映礼。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深坑岭战斗是第五次
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东线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中央红
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记者了解到，深坑岭战斗遗址位于三明市三元区中村乡
筠竹村。电影《血战深坑岭》由福建轩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剧情改编自深坑岭战斗的历史故事，以红七军团发起战斗
为主线、三明西际村农会支援红军作战为辅线，生动再现了红
七军团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该片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开拍，剧组先后辗转三元、泰宁、
横店等地拍摄，影片将在全国院线上映。

首映礼上发布了电影主题曲《百年骄傲》。影片出品人池
上波及电影主创团队介绍了电影制作概况，分享了拍摄心得。

“这部影片是对历史的深情献礼，每一帧都饱含着我们对革命
先辈的崇敬。我们期望通过这部作品讲好三明的红色故事，传
承弘扬苏区精神。”池上波说。

电影《血战深坑岭》
在三明举行全国首映礼

近日，顺昌县推出“红五月”中国川剧艺术进闽北山区主
题文化活动，邀请川剧演员为市民表演变脸技艺，展现中华传
统戏曲艺术。 本报通讯员 陈柏材 王彩霞 单岳平 摄

5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
加罗报》发表题为《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
促世界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在这篇署名
文章中以及访法期间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
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及一段
中法有关福建船政的往事——

150 多年前，法国人士曾经参与建设
中国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学堂，法国最早
接受中国公派留法学生；百年前中国青年
赴法国负笈求学，其中一些有志青年后来
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段往事，让我们将目光聚焦闽江入
海口的福州马尾，聚焦那段了不起的船政
历史——

一个法国人的“中国梦”

1867 年，彪炳史册的船政学堂在福建
马尾建成投用。

船政学堂创始人左宗棠在谋划之初，
就设想以中西合作的方式，实现建设海军、
向海图强之梦。

为此，这次的合作对象，左宗
棠选择了此前与他相熟的法国海
军军官日意格与德克碑。

左宗棠从造船、办学、管理、教
师、费用等项目与日意格逐一仔细
商定，并签订了一整套协办船政的
条约，聘请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
德克碑为副监督。左宗棠还决定聘
请洋教师和技工，规定他们在五年
的时间内造出 16 条船，同时也要负
责教会中国员工设计、建造、驾驶
和管理轮船。

1866 年 9 月，日意格立约画押
之后，左宗棠又派员和日意格赴上
海，让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承担
各事画押具保。

1867 年 2 月至 8 月，日意格趁
在法国休假的时候，竭力宣传船政
计划有益于法国工商业的利益，向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海军界求取支
持并获得成功，促成了法国政府及
其技术力量支持福建船政。

1867 年，12 名来自法国的技师
和技工跟随日意格来到福州，其后
又陆续有洋教习受聘来到福州执
教。福建船政在创办初期，从法国
和英国聘用的外国“工匠”“教习”
共 52人。

虽然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
校——京师同文馆，也自 1863 年创
办法文馆始，聘请法国教习教授法语，但像
船政学堂这样大规模引进法国教习，在当
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

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忠实履职，工
作勤勉，沈葆桢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
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
可概见”。

从 1866 年 12 月至 1874 年，日意格履
行与船政订立的合约，在外籍技术人员和
全体中国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共造出 15 艘
兵、商船，其中包括中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

力的千吨级木壳暗轮船“万年清”、中国第
一艘木质巡洋舰“扬武”。

从日意格受左宗棠所托担任船政的正
监督起，他与船政的关系也从初始的“技术
与金钱”的交易关系，逐渐转变为“梦想与
追梦人的关系”，中国造船工业、海上舰队
的发展之梦成为他为之披肝沥胆的事业。

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一
座 1867 年从法国引进的大型机械——插
床。“这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当时法国并不是
把蒸汽机等工业产品直接卖给中国，而是出
口重要的工业机器，把专业技术传授给中
国。这也是中法合作交流的有力见证。”中国
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黄金华介绍说。

1886年，病中的日意格甚至坚持为再赴
中国做各种临行准备，并梦想着再次为中国
打造一支全新的海上舰队。不幸的是，当年2
月19日，日意格在法国戛纳与世长辞。

2014 年 2 月 22 日 ，时 任 法 国 外 长 洛
朗·法比尤斯在马尾参观后，有感日意格在
中法交往中的贡献，表示将复制一尊清政

府送给日意格家族的日意格塑像，送给中
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并展示。

因此，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日意
格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中国福州
马尾，成为中法友谊的又一见证。

“中国第一所法国式大学”

在左宗棠、沈葆桢两人看来，请外国人
来帮忙办船政不仅只是为了造几艘船，重
点是要让中国人学会造船和驾驶的本领，

最终获得技术上的完全独立。
因此，在马尾造船厂的旁

边 ，船 政 学 堂 同 步 开 始 建
设，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
学校。

当时设立的制造学
堂，聘请法国教习教授法
文、算术、物理、化学等学
问，由于地理位置靠前，
亦称“前学堂”。1868年又

增设绘事院（或称“绘画学
堂”）和艺圃（或称“艺徒学

堂”），三所学堂都引进法国技
术、聘用法国教习，用法文进行教

学，合称为“法文学堂”。船政学堂由此也被
称为“中国第一所法国式大学”。

对于“法文学堂”的学生而言，由于基
础性辅助教材的匮乏，学习法语成为他们
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1868 年日意格带领中法教习在很短的时
间内编写出了中法对照的《福州船政学校
常用技术词典》。

学生们通过刻苦学习，以很快的速度
初步掌握了所需的外语基本词汇和技术术
语。一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说：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四天课，就显示
出他们极为敏捷的智力……八天以后，他
们就可以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
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六个星期以后，他们
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

从 1877 年至 1896 年，清政府派出船
政学堂四届共 51 名学生先后赴法学习。这
些留法学生引领了近代中国“科技救国”

“实业救国”的道路，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
突出贡献。

从当时世界公认船舰制造“最盛”的法国
归来，留法学生们带回了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技术人才。

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
田、杨廉臣六人是第一批留法学生，回国后
于福建船政设立了一个工程处，负责造船
厂的业务指导。1883 年 1 月，由留法学生设
计制造的巡洋舰“开济号”下水，这是当时
国内最大的一艘巡洋舰。

1883 至 1897 年间，他们还监造了“横
海”“镜清”“寰泰”“平远”等多艘舰船，我国
的造船水平大幅提升，海防实力也进一步
加强。

被誉为 19 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
人——陈季同，正是 1877 年船政学堂第一
届赴法留学生。

陈季同为改变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
象，作出了很大努力。1884 年，他将自己的
多次讲座结集为《中国人自画像》在巴黎出
版，一时间轰动法国。此后，《中国人的戏
剧》《中国人的快乐》《吾国》等陈季同著作
相继出版，并被译成英、德、意、丹麦等多种
文字，多次再版。

从诗词歌赋到和合思维，陈季同竭力
推介和赞美中华文化，被誉为“中学西渐第

一人”，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1885 年赴法留学的船政学子王寿昌，
在法期间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
名著，归国时带回多部法国名著。正是他
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成名作《茶花女》推
荐给林纾。

通过他口述，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方
式，中国人首部翻译的西洋小说《巴黎茶花
女遗事》得以问世。此书出版后立即风靡全
国，对当时西方人文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
了重要作用。

续写船政中法故事

从 1867 年福建船政建立，已经过去了
150 多年。但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围
绕船政在展开，续写着新时代的佳话。如今
的福建船政文化城，是全国保存最好、体系
最完整的近代工业文化遗产，保留了大量
法国建筑和工业设计，被列入首批中国工

业遗产保护名录。
2006 年，在福建船政创办 140

周年的前夕，一位名叫魏延年的法
国人来到马尾船政。

接待他的是时任马尾造船厂
党办主任林樱尧。当时魏延年带来
了一些船政的老照片，当他把照片
在小会议室桌面上一张张排开时，
林樱尧看了一眼，心脏就加速跳动
起来。

因为这些照片太罕见了！有不
少是船政早期厂区基建、新船制造、
马 尾 地 貌 的 照 片 ，清 晰 地 再 现 了
100 多年前船政的状况，在国内十
分鲜见。

一个法国人，为何手中会有如
此多珍贵的船政史料？原来，魏延年
是法国中央研究院原研究员，上个
世纪 80 年代，他从法国“老乡”日意
格所著的《自〈天津条约〉与〈北京条
约〉以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中了解到
船政学堂，从此对马尾船政文化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 2006 年如愿踏上马尾的土
地开始，近 20 年间，魏延年十几次
探访船政，出入法国文史藏所，多
次到日意格的家乡，收集到遗落在
法国的船政史料，整理成目前所能
看到的最全的关于日意格的史料，
打开了一段船政文化尘封在法国
的历史，重新串联起了中法之间的

关系链条，丰富了船政文化的历史，对研
究近代中国的造船史、海军史、科技史也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去年底，船政创办 157 周年之际，魏延
年再度来到福州，他说自己要当一名中法
文化的交流使者，接下来除了要推动出版
关于日意格日记的书，还要在 2024 年中法
建交 60 周年之际，在日意格家乡法国的一
座海滨城市洛里昂举办一场展览，展出日
意格的一些珍贵照片、日记等实物。

从日意格到魏延年，船政历史中的中
法交流从 150 多年前持续至今；从船政的
合作办厂（学）到建交 60 周年，中法两国的
科技文化交流在不断深入。

福建船政，是中法两国友谊的见证，更
将成为两国持续交流的重要纽带。

船政学堂旧址船政学堂旧址 （（图源图源：：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杨李超） 作为第二
届海丝泉州戏剧周暨 2024 全国南戏展
演的主要子项目，2024 年度“海丝新空
间”戏剧孵化于 7 日开始面向全国公开
招募孵化作品。这标志着“海丝新空间”
作品孵化计划正式启动，将为中国非遗
戏曲创新试水新的机制。

据介绍，“海丝新空间”戏剧孵化计
划由曾静萍工作室和爱丁堡前沿剧展两
家机构联合策划及发起，恺英网络担任
2024年度联合发起方。

其中，曾静萍工作室于 2022 年由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静萍在福建省
梨园戏传承中心正式建立。作为国家一
级演员、梨园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二
度梅”、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曾静萍多年
来不断推动“宋元南戏活化石”梨园戏的
保护、传承、创作、传播、发展等工作，激
励梨园戏艺术人才队伍茁壮成长。

根据“海丝新空间”作品孵化计划，
曾静萍工作室将以在泉州等地的剧场和
其他合作空间为作品创作和呈现平台，
共同为青年艺术家的戏曲及含戏曲元素
跨界作品提供一个全新的成长机会和发
展空间。

爱丁堡前沿剧展是中国最优秀的专
业艺术节策展机构之一，在中国国内艺
术节及演出季策展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
优秀的国内外节目资源，曾策划及运营
的著名节展包括中国大学生戏剧节、港
澳台小剧场戏剧节、爱丁堡前沿剧展、西
溪国际艺术节、上海表演艺术新天地等，
其中“爱丁堡前沿剧展”为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三大国际剧展之一。

记者了解到，2024 年度“海丝新空
间”戏剧孵化计划的投稿作品，要求以
戏曲表演艺术为核心形态或以戏曲元
素作为重要的创作元素，辅助或融合手
段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戏 剧、舞 蹈 、音 乐 、电
影、偶、面具、新马戏、肢体剧、多媒体剧
场等。评委会鼓励创作者对经典题材进
行重新改编或二度创作，也鼓励创作者
融合科技、当代艺术、装置、户外等多元化的表现手段。

投稿将于 5月 31日截止，评委会 6月上旬公布入围的 8至
10 部作品名单。主办方将对入围作品进行落地泉州的考察及
为期 3 天的创作营培训，并提供拍摄记录、创作扶持等专业支
持，最后甄选出 5部孵化作品，7月下旬在泉州进行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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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法国马赛5月8日电 在巴黎奥运会火种即将
穿越地中海抵达马赛老港之际，巴黎奥组委 8 日正式公布本
届奥运会的官方主题曲《巡游盛典》（英文名Parade）。

这首官方主题曲由法国著名作曲家维克多·勒·马斯纳创
作，同时他还将担任巴黎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开、闭幕式音乐总
监。他表示，希望创作的每一条音轨不仅能伴随奥运会及残奥
会上难忘的历史瞬间，也能成为所有人记忆中永恒的一部分。

这首主题曲巧妙融合交响乐和电子音乐的特点，体现了
巴黎奥运会追求动感又兼具包容性的精神。

8 日当天傍晚，奥运火种将从马赛老港登陆，开始在法国
本土的传递。在火种抵达之时，马赛交响乐团将在可以俯瞰整
个港口的法罗宫现场演奏这一主题曲，标志着当天庆典活动
的正式开始。

这一主题曲将在随后贯穿整个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录
音带版本由法国国家管弦乐团及法国广播合唱团录制。在火
炬接力的每一个阶段，直至各个比赛场地，这一官方主题曲将
根据不同的场合改变其音调和节奏。

此前，勒·马斯纳已经与巴黎奥组委有过合作。东京奥运
会闭幕式上，在东京方面与巴黎奥组委的交接仪式中，法国国
家管弦乐团演奏的《马赛曲》正是由他进行了重新编排。

巴黎奥运会主题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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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福建船政的“法国往事”
□宗禾

陈季同 王寿昌

▲魏延年（左）在船政书局展示船政
老照片。 （图源：福州日报）

▼2016年，魏延年与日意格后裔代表共
同参观《一个法国人的中国梦》专题展览。

（资料图片）

▶日意格油画像
（图源：闽都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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