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相思》虽

不是“爽剧”却能

赢得观众的心；虽

是玄幻古偶剧，但

无疑也有观照现

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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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如今日渐成为最受人们欢

迎的文化享受之一。而更令人欣喜的是，

近年来，当我们穿越在历史的隧道中时，女

性的“可见度”也在增长。在女性缺席公共

世界的漫长时期，女性生活往往在历史记

录中处于边缘状态。而如今，性别视角也

正在重塑公共文化。许多文博机构和策展

人试图打捞女性的生命故事，还原更完整

的历史图景；即便在并非女性专题的博物

馆常设展中，观众亦发觉，女性从未在历史

中缺席，开始自觉关注那些与女性生活有

关的文物与记载。

故此，文化周刊即日起推出“博物馆里

的她印迹”专栏，走进各大博物馆，探寻其

中有迹可循的女性历史，带读者共同欣赏

不同时代与社会背景中女性的风姿、生活

场景与内心世界，体察她们社会地位的变

迁、觉醒与解放的历程。

盛夏光影里，寻找“她印迹”的脚步就

此启程——不妨，看看博物馆里的女性，看

见更广阔的历史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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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的“女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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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璐

暌违一年之久，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
一开播便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可
见其热度之高。通过杨紫、张晚意、邓为、檀
健次等人的精彩演绎，《长相思》第一季在不
久前的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也取得
了瞩目的成绩。这部改编自桐华同名小说的
电视剧，围绕着女主小夭与表哥西炎玱玹、涂
山公子涂山璟、神农义军将领相柳之间的爱
恨纠葛展开。

《长相思 2》剧情上与第一季衔接，玱玹
顺利继承了西炎的王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
都是新的挑战：玱玹需要统一大荒却也不想
舍弃小夭，压抑和隐忍之下暗藏疯狂；璟受
大哥涂山篌和未婚妻防风意映的算计，需要
尽快查明真相；相柳一直在暗中守护和帮助
小夭，但失去了防风邶的身份，又难舍对同
袍与义父的恩情，只能默默为爱人谋划好未
来的一切。而对于小夭来说，她的身世一直
是不愿面对却无法回避的“定时炸弹”，除了
情感纠葛，摆在她面前的还有更重要的人生
课题，那就是直面身世、寻得真相、谅解父
母、叩问内心，选择长久相伴之人和自己想
过的人生。

除了原著中那些精彩的名场面，第二季
增设了许多原创情节，不少配角的故事背景
也更加饱满，比如阿念在家国大义和对玱玹
的爱之间学会了取舍和成长；馨悦在王后尊
荣与男女情爱之间“既要又要”，逐渐变得疯
狂扭曲；蓐收和离戎昶作为“喜剧人”人设不
倒，为观众增添了许多笑料。

作为女性角色，小夭无疑是闪光的。300
年的颠沛流离让小夭饱尝“无力自保、无处可
去、无人相依”的痛苦，她渐渐学会依靠自己

的力量生存下来。在第一季的清水镇，她不
仅开了“回春堂”，养活了老木、串子和麻子等
人，还能看到女性的苦难，并且无私地帮助女
性在艰难的世道中生存——她细心地看出了
出身青楼的桑甜儿与麻子在夫妻关系上微妙
的不平等，便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了桑甜儿，
让她有了一技之长傍身，也有了在婚姻中的
底气。在第二季，尽管与璟之间的情感挫折
让小夭心痛，但她依然在发现和补全辰荣王
留下的《草药集论》残卷中重新振作起来，将

《草药集论》传授给天下医师，还在轵邑城重
建了新的“回春堂”，继续精进自己的医术。

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这又是一部女主
角“自立自强”的“爽剧”。但略有不同的是，
小夭并不是当下流行的“大女主”，《长相思》
也并不符合“爽剧”的标准，《长相思》既无关
复仇也无关“升级打怪”，观众甚至会为她一
再牺牲和退让觉得憋屈和“虐感”十足。此
外，故事中的设定，也并非“只要是男角色都
无底线爱女主角”的基本逻辑，他们都不曾

“恋爱脑”只把小夭放第一位。玱玹为了王位
与天下大义，不仅献祭了自己也利用了小夭，
更无法满足“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相柳
为了报答义父的恩情，选择与辰荣义军同生
共死，最后战死沙场成全了自己的情义；丰隆
看重的是小夭的王姬身份对事业的助益；甚
至是与小夭最后相守的璟，也曾因为无法割
舍奶奶的养育之恩，要求过小夭容忍与等待。

因此，《长相思》整个系列的本质，是一场
每个人最后都得偿所愿的“悲剧”。剧中的每
个角色都有各自的无奈，玱玹得到了天下却
永失所爱，相柳用战死沙场维护情义与尊严，
丰隆成为权臣但也牺牲于大战之中，小夭见
证了哥哥的登基与大荒的统一，却也厌倦了
一切，和涂山璟抛却一切选择归隐大海，只为

做回自由自在的玟小六与叶十七。正因为每
段感情都有错位和拉扯，也无怪观众直呼“各
有各的坟要哭”。

而作为女主角的小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女性形象。她是坚强、善良、清醒的，同时也是
脆弱的、“自私”的。她重视亲情和家国利益，
愿为玱玹牺牲一切，甚至与丰隆成婚；她整理
编撰《草药集论》残卷，只为让百姓不再为病痛
所苦……小夭的这些品质，无疑展现出了女
性坚韧、勇敢、善良的情怀，引导着女性观众创
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对社会有所奉献。
另一方面，小夭虽然在玱玹登帝位的过程中
有所助推，也曾救过涂山璟、帮助过相柳，但小
夭对权力与高位并不渴慕，反而因为童年的
创伤造就了她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虽然致
力于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实则内心深处依然
期盼长久的陪伴和无条件的守护，这也是许
多观众遗憾小夭没有坚守自己的意志，最后
仍然选择了“恋爱至上”的原因。不过，小夭的
这种创伤与痛苦，在现代女性中也很容易找
到共鸣，许多人也经历过难以治愈的创伤，对
亲情、爱情和友情既有期盼也有困惑。因此，

《长相思》虽不是“爽剧”却能赢得观众的心；虽
是玄幻古偶剧，但也有观照现实的力量。

虽然围绕《长相思》的剧情与人设上存在
诸多争议，但从小夭的故事里，我们还是看到
了从“无力自保、无处可去、无人相依”到“有
力自保、有处可去、有人相依”的成长，也看到
了她最终拥有选择回到人间烟火的自由。比
起苛责，小夭在面对生活的自洽和选择，以及
重重遗憾之下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取舍，也许
更值得女性深思。毕竟，真正的觉醒不仅在
于勇敢地戳破虚幻的神话，还在于学会真正
认识与超越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以及选择
适合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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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庭院里，她们垂首劳作，温柔而坚韧；天
地间，她们裙裾翩然，自由而蓬勃……相信，
第一次向敦煌壁画凝神看去的人，都会被其
中绚烂多姿的女性形象吸引——我们不禁
好奇，在这承载着古代文明和智慧的戈壁大
漠，女性曾经如何生活？是否留下了更多的
历史印迹？

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仍有机会走近她
们的世界。如果说，壁画上的色彩见证着女
性的力量和美丽，那么，敦煌遗书的卷轴中，
则记录着女性的团结与博爱——那是关于

“女人社”的珍贵记忆。

敦煌女人社是最基层的“妇联”

敦煌文献，卷帙浩繁。
在关于“女人社”文献的研究中，敦煌学

者们发现，早在汉代、魏晋时期，中国已经出
现了民间结社的现象，在藏经洞出土的300
余件社邑文书中，就有两件关于妇女结社的
文书，即编号为P.3489的《戊辰年正月二十
四日（旌）坊巷女人社社条》和编号为S.527
的《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
件》，它们真实记录了古代女性对理想生活
的追求与实践。

一直致力于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在接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某种程度
上，敦煌女人社是女性联络感情的地方，它给
了妇女一个释放压力的空间，妇女可以通过
互助解决一些问题。通过女性参加社会活
动，体现了女性对自己权利与社会地位的争
取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它的出现，显示出
一定程度上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何为“女人社”？
“社”的原意与祭祀有关，伴随“社”出现

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人口的聚集。赵晓星
说：“中国民间很早就有结社的习俗。在敦
煌文献中关于‘社’的内容很多，根据设立的
宗旨和社人的成分不同，有兄弟社、亲情社、
官品社、坊巷社、香火社、燃灯社、渠人社等
等，其中，‘女人社’是指专门由女性结成的
民间团体，是私社的一种。”

在敦煌文献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
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中，有这样的记载：

“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
滋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
城（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
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
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
者如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为后。
山河为誓，中不相违。”

这段记载大意为，新的一年，“女人社”
再立新规，特别指出要“遇危则相扶，难则相
救”，表明了立社宗旨。赵晓星说：“文书中
的显德六年，也就是五代后周时期。从这段
文书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社约中有类似章
程的内容，其内容包括结社目的、立条缘
由。”

社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社内荣凶逐
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
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
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耽拽便送，赠例
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簿轻重，亦
无罚责。”“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
斗，灯油一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
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
在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
门罚咸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
人决杖三棒后，罚醴咸席一筵的无免者。”

社官尼功德进（押）
社长侯富子（押）
录事印定磨柴家娘（押）
社老女子（押）（以下名字从略）
……
从以上文字可以发现，“女人社”的组织

十分严密，社内的社官、社长、录事、社老，都
由社人民主推选，社内一切义务人人分担，
一切活动人人参加，不得相违；凡不来或迟

到者，有严厉的处罚条例。社约中还规定了
组织、活动内容以及罚款等具体条款。

此外，这件文书还列明了这个“女人社”
的15名成员的名单。她们除了一起礼佛做
功德，还共同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一起吃饭、
喝酒、做游戏，提倡社内人与人之间地位平
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比如，
社内尘缘或亲眷去世后，社内其他成员都要
出资出力，帮助亡者家人祭祀、追悼、送殡、
埋葬……

赵晓星说：“女性之间的互助、协作是敦
煌女人社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从现代社会
的视角来看，敦煌女人社就是最基层的‘妇
联’。”

“女人社”早于西欧女性的文艺沙龙

古老的文书，记载了一个“不凡”的“女
人社”，也记录了一个“超凡”的时代。

从P.3489《戊辰年正月二十四日（旌）坊
巷女人社社条》和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
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这两封晚唐五代时
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的内容，可以发现，

“女人社”的设立，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女性，
已经认识到了社团组织的重要性，而当时的
女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能
力，在社交活动中也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在
许多方面拥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由此可知

当时的妇女社会地位较高。
赵晓星在她的《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

事：壁画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男尊女卑
的古代社会，“女人社”虽然只是昙花一现，
但藏经洞文献却透露出更多真实的信息。
敦煌地区这些女性自发组织的结社集体行
为，虽然是由于信仰的驱使，但她们结合为
群体，互帮互助，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
了那个时代的“她”力量。她们开始摆脱来
自家庭的禁锢，开始尝试开拓独立的社会空
间，开始拥有经济上的支配权，“危则相扶，
难则相救”。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这个
只属于自己群体的社会空间中，体会到了平
等与关爱，自由与独立。

敦煌遗书里“女人社”的存在，意义不止
于此。

赵晓星告诉记者：“研究妇女运动史的
学者专家，往往认为女性结社是从西欧女性
主办的文艺沙龙开始的。从很多外国文艺
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上流社会的贵族
妇女经常组织以音乐、绘画欣赏、诗文朗诵、
舞会宴饮为主题的社团活动，但这类女性社

团较为松散，以邀请制为主，内部也有身份、
地位之分。而在古代敦煌的‘女人社’，入社
要有‘书面申请’，即入社状，并交纳一定财
物；退社时，要有退社状，受到决杖处罚，并
宴请全体社人。结社时，不仅有‘山河为誓，
日月证知。恐人无信。故勒此条’这样的誓
言，还要画押。从这些严格的规约来看，她
们设立了类似于今天公司章程的立社条约，
合理、明确并有约束性。”

敦煌研究院学者谢生保先生同样在其
论文中表示，敦煌遗书中的“女人社”体现出
唐、五代时期的女人结社组织形式十分严
格，这种严格的组织原则，当是世界妇女团
结联合的先驱。从时间上讲，这两件结社文
书出现在1000多年前，要比欧洲上流社会
贵妇的文艺沙龙早七八百年，因此，这两件
女人结社的文书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妇女结社文献，为研究古代妇女团结联合运
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没有贵贱之分，彼此关系密切。地位
平等，‘大者如姊，小者若妹’。从这个意义
上说，敦煌女人社可以说是世界妇女团结联
合的先导，是现存中国最早的‘妇联’！1000
多年前，敦煌女性就有女人社这样一个互助
组织，并有些类似今天的团建活动，实在难
得。它似乎在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更应该关
注现代女性，关注现代社会中女性承担的责
任与压力。”赵晓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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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

2024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音乐
会，有一个标题，“音乐与朋友们”。顾名思
义，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余隆围绕着
两个核心话题策划了这场音乐会：为2024
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选择最适配
的曲目，以及召集近年来为传播古典音乐
的朋友们来参演开幕音乐会。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艺术家的
生涯》、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克莱斯勒
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马琳》、梁皓
一的《友谊永恒序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
兰舞曲》《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德
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勃拉姆斯的《降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以及瓦
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就音乐会
曲目而言，除了一打眼就知道是专为一支
交响乐团创作的曲子以外，颇难判断余隆
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每一首作品，像勃拉
姆斯的《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
首交响乐团配合一架钢琴的著名曲目。
2022年12月，年轻的钢琴家张昊辰与余隆
领衔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过勃拉姆斯的两
首钢琴协奏曲，一时间这两场音乐会成了
上海古典音乐乐迷之间热议的话题。勃拉
姆斯一生只创作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两首
作品完成的时间中间隔了24年。假如说，
20多岁时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激荡着
这位作曲家的动感青春的话，那么，年近半
百时作曲家情感变得深沉了，音乐语言相
比前一首也沉郁得多。所以，听罢张昊辰
弹奏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现场的乐迷们纷纷感叹，年轻的钢琴家对
作曲家的中年情怀能那么感同身受且展示
得真挚感人，实属珍贵，以至于现场的乐迷
纷纷在张昊辰的琴声中因念及自己的人生
况味，而垂泪。

此回，选择此曲中的“行板”作为音乐
会的“豹尾”，余隆会邀请谁来演绎呢？哪
些朋友会接受余隆的邀约，将美不胜收的
古典音乐分享给济济一堂的音乐爱好者？

指挥家杨洋、黄屹、孙一凡、金郁矿，小
提琴演奏家宁峰，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秦立
巍，钢琴演奏家张昊辰、王雅伦——这些都
是写在海报上担任独奏的音乐家的名字。
当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鱼贯而入安坐
下静候演出开始时，有心的资深乐迷欣喜
地发现，当晚的首席是“上海四重奏”的第
一小提琴李伟纲。

前不久，李伟纲在上海爱乐乐团与四
重奏乐迷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围绕
着上海四重奏从无到有、再到闻名世界乐
坛，以及四位演奏家怎么配合才能抵达弦
乐四重奏的最高境界等话题，李伟纲娓娓
道来。而现场弦乐四重奏的爱好者的积极
互动，让李伟纲格外松弛，开心地回忆起了
童年的学琴趣事，自然也提到了从童年到
少年在弄堂里一起玩大的伙伴余隆。

在音乐中相互勉励半生的李伟纲和余隆，已成招之
即来的挚友。只是，来客串余隆担任指挥的乐团的首席，
还是让乐迷们体会到了音乐的黏合力。我们聆听李伟纲
带领的乐团在余隆的指挥下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
曲起步，直到“末乐章”瓦格纳的歌剧序曲，每一首曲子都
演奏得音色饱满、配合得丝丝入扣。谢幕时，担任独奏的
音乐家们悉数登场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乐团，要把李伟纲
请到他们身边。他们比台下的我们更懂得，当晚余隆的
这位朋友在乐队中所起的作用。

可是，每一位被请到现场的余隆的朋友们，又有谁没
为音乐会增添一抹个性十足的色彩呢？勃拉姆斯《降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乐章，起始乐句原本是
由乐队中的首席大提琴担纲的，那晚，余隆为我们请来了
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特别容易动情的王健与张昊辰合作
的“行板”，呈现出来的情感颗粒特别细腻悠长，琴声中我
们听到了有对往昔不可追的遗憾，更听到有对未来不可
知的彷徨和期待。后来，上海交响乐团在公众号上放出
了这首乐曲的演出视频，一位乐迷留言道，“张昊辰和王
健（的演奏）太戳心了。”试问，那晚哪一位演奏家的演奏
没能打开乐迷的心扉？像小提琴演奏家宁峰演奏的克莱
斯勒的《美丽的罗斯马琳》，若不是为了要严守古典音乐
会的聆听纪律，我们大概会随着琴声翩翩起舞了。

上海夏季音乐节创办以来的十多年里，主音乐会的
演出场所从上海音乐学院内的音乐大棚到浦东陆家嘴的
中心绿地，再到今天相对固定的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
乐迷与被我们昵称为MISA的音乐节一起，抗击过不期而
遇的台风和预料之中的酷暑。起意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
节的音乐家们，起先大概只是为了上海能与柏林、伦敦等
世界大都市一样有一个能让乐迷在夏季狂欢的节日，渐
渐地，创办者对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如
今，上海夏季音乐节就如同一池碧水的“心脏”，它的搏动
激起了阵阵涟漪，荡漾开去后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
了古典音乐的精妙。

回想上海夏季音乐节创办之初，乐迷还只能去当时
位于湖南路的上海交响乐团购票，在那里，我们可以拿着
节目单从容地勾选自己心仪的音乐会场次。到了2024
年，说每一场音乐会的票都秒空，已经毫不夸张。这种疯
狂的购票节奏告诉我们，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朋友圈在一
年年地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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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