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风之改，重在清新朴实、

贵 在 生 动 鲜 活 、难 在 言 简 意

赅 。《诗 经》有 言 ：“ 素 以 为 绚

兮。”李白说过：“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元好问说：“一语

天 然 万 古 新 ，豪 华 落 尽 见 真

淳。”这些历代传诵的名言，字

不多，但很精辟，很给力。改文

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要去掉空洞无

物的华丽雕饰，“落

尽 ”假 大 空 的“ 豪

华”，真正做到言之

有物，深入浅出，一

针见血，入木三分，

把 文 章 写 得 如 同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文 风，体 现 的

其实是一个作者的

作风。改文风，就

要 克 服 掉 那 些 空

话、大话、套话，尤

其是坚决不能说假

话。墙上芦苇，头

重脚轻根底浅；山

间竹笋，嘴尖皮厚

腹中空。好文章说

的都是实话、真情

话、有用的切合实

际的话。读者通过文章认识一

位作者的修养格调，也从字里

行间感受作者的情操品位。改

文风，是和转作风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张口闭口都是老爷口气，

出来进去摆着名士范儿，那么群

众也就只好对他敬而远之了。

文风，体现的其实是一个

作者和群众的感情深度。改文

风，就要端正自己的感情坐标，

把自己的视角和立足点放到群

众那里去，要增进与群众的鱼

水深情，要和群众心贴心，要在

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高作品

的吸引力感染力冲击力上狠下

功夫。过去有一首叫《踏浪》的

歌中唱道：“ 小 小 的 一 片 云 呀

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

呀 暂 时 停 下 来。”作 为 歌 词 当

然很优美，但如果一个写作者

的 文 风 也 像 歌 词 中 的 云 彩 一

样，在群众的头上慢慢飘过，只

把群众看做“暂时

歇歇脚”的小小驿

站，那么群众也必

然会把他看做一片

眼前浮云，无论多

么五彩缤纷，来上

一阵风就落得个风

流云散了。

文 风，体 现 的

其实是一个作者的

文 化 底 蕴 。 改 文

风，就要认真在学

问上下真功夫、苦

功夫。古人之所以

能够做到笔落惊风

雨，是因为心里有

了“读书破万卷”的

知识储备啊。一个

胸无点墨的人，怎

能写出生动鲜活的

好文章呢？

文 风，体 现 的

其 实 是 一 个 作 者 的 视 野 和 胸

襟。改文风，就要陟高望远，增

长自己的见识，拓宽自己的视

野，要有去 粗 取 精 、去 伪 存 真

的 辨 别 力 。 要 能 够 敏 锐 地 把

握时代的脉搏，追踪梳理群众

生 活 的 新 变 化、新 趋 势，要 了

解 社 会 发 展 的 关 节 点 、关 注

点、着力点在哪里。为什么有

的 人“ 不 识庐 山 真 面 目”？只

缘他“身在此山中”啊。而为什

么有的人能够做到“不畏浮云

遮望眼”？也是因为他做到了

“身在最高层”的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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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现代畲歌戏《七彩畲乡》

（姜朝皋编剧，童薇薇、梁萍茹导

演），是中共江西省鹰潭市委宣传

部等单位组织创排的一部独具地

方特色的舞台剧。自 2009 年上演

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和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先后荣

获第四届江 西 省 艺 术 节 剧 目 一

等 奖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戏 剧 学 会

“ 金 孔 雀”综 合 大 奖 和 第 二 届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戏 剧 会 演 综 合 金 奖

等多项大奖。今年，该剧又入选

第 四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文 艺 会 演

参 演 剧 目 ，将 于 6 月 进京献演。

为此，他们下大力气对该剧进行

了重新创排，全方位提升其艺术

质量，令人耳目一新。江西省民

族宗教事务局、江西省文化厅、鹰

潭市 人 民 政 府 和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戏剧学会日前先后在北京、南昌

为该剧举办研讨会，现将研讨会

上 部 分 专 家 学 者 对 该 剧 的 评 论

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胡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

会名誉会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原

院长）：看了畲歌戏《七彩畲乡》我

非常兴奋，也深受感染，透过《七

彩畲乡》，看到了畲乡山清水秀、

环境优美、民风纯朴，畲歌戏运用

传统的畲族人民的歌舞，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它将一个看似简

单的故事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展

现了新一代青年人的风采，写出

了新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幸福

观 和 建 设 山 乡 的 责 任 心 、使 命

感。同时剧本为山歌戏留下了极

为丰富的二度创作空间，把这个

美好的故事用歌舞的形式串联起

来，又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老套路，

尤其是对生态环保意识的强调和

关注也是这出戏的价值所在。

季国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七彩畲乡》很独特，

很别致，既有山歌音乐剧的元素，

又有戏曲的特点。戏的时代感很

强，舞台呈现很美，赏心悦目，是

一部具有浓郁的畲乡风土人情、

又反映了当代畲乡人生存状态的

山歌戏，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歌舞，

希望鹰潭以这部戏为起点，再创

作几部“畲剧”，产生一个新剧种，

以推动地方戏剧文化的发展。

谭志湘（中国少数民族戏剧

学会会长）：首先，我祝贺畲族诞

生了一个剧种，这确实是很令人

兴奋的事，但一个新生剧种从诞

生、生存、发展到茁壮成长，还有

很艰难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方方

面面的支持，需要我们的坚持，还

要继续打造下去。

《七彩畲乡》是写当代的畲族

人，从总体上塑造了一个并不为

大家所熟悉的民族形象，写出了

他们的善良，写出了他们的理想，

写出了他们的坚持不懈，写出了

畲族山乡的巨大变化。同时，通

过二度的精彩呈现，用民族的表

演、民族的唱腔，来塑造民族的形

象，生动感人！我感觉整台戏线

条很流畅、很简洁，但是不简单，

具有一种单纯的美。而且内涵很

丰富，表面看是叙述一个平常的

故 事 ，实 质 上 赋 予 了 全 新 的 内

容。这部戏对每个人物的把握都

很有特色，很有分寸，而且主题也

不是单一的，是多义的，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感受。这个戏起点就比较

高，现在更趋完美，也更加成熟。

康式昭（文化部政策法规司

原司长）：我有几个感觉，一是欣

喜感，看到戏有了大的前进、大的

提高；另一个是敬重感、敬佩感，看

到这个戏今天这样的呈现，我更加

敬佩剧组和支持剧组的各级领导。

《七彩畲乡》剧本做了相应的调整，

注入了新的内容。舞美也重新设计

制作，音乐进行了重新加工，也都

有了新的创造和美学效果。

这个戏的双导演制是非常重

要也非常必要的，戏剧方面的名

导童薇薇，加上歌舞方面的名导

梁萍茹，二者相得益彰，紧密融

合，对于这部戏的成功，几乎是起

到了关键作用。戏剧性作为核、

歌舞作为表，融合得非常自然，所

以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程烈清老师把年轻女孩的乐曲写

得那么美；朝皋平素严谨，居然写

出那么美的情歌，真叫人想不到；

戏中主演都很称职，群舞演员在

导演的调度下，青春靓丽，满台生

辉，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舞美更

是美轮美奂。

从江西的省、市领导到剧组，

确确实实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非常艰难的、意义重

大的、而且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戏剧战线上艰苦奋斗的朋友

们甘于清贫、安于职守、努力奉献，

在艰难中前进的精神，了不得。领

导很有眼光，在这样一个没有专业

剧团的情况下组织这么大的一个

演出，下那么大的决心，了不得。

这 个 戏 可 以 用 两 句 话 来 形

容——浓郁的畲乡风情，科学的

前进步履。“浓郁的畲乡风情”，

通过音乐、舞蹈的展示，把畲族

风情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在舞台

上；“科学的前进步履”，就是在

展 示 畲 乡 新 生 活 的时候用一种

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指导，艺术地

呈现了畲乡面貌的变化，虽然不

是以戏剧的矛盾冲突见长，不以

深刻见长，但视野之宽阔、视角之

新颖，都非同一般。

姚欣（中国现代戏研究会会

长）：感觉这部戏比过去更细致、

精致了，通过俏妹恋爱经历的变

化，折射出畲乡社会发展的变化，

歌颂了新的时代。

第一，《七彩畲乡》有个好的

故事，然后有好的表演，优美的歌

曲，漂亮的景、漂亮的服装，把它

打造得很精美，赏心悦目，折射出

畲乡这些年的变化、这些年新的

面貌。尤其是其中那些对唱的山

歌写得很好。

第二，我认为，这是一台轻歌

剧、歌舞剧，畲族风情歌舞剧。音

乐很好，听起来很舒服，舞蹈设计

得好，色彩丰富。

第三，建议做成简装版在鹰

潭留下来。这里面很多好唱段和

音乐，不妨在鹰潭电视台多播一

播，不妨把好的选段放到群艺馆

搞比赛。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原所长）：这个戏有鲜明

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

活气息、时代气息，民族性、地方性

和时代性紧密结合，这非常难得。

它以展现民族风情、富有喜剧特

色的风格出现。戏曲是以歌舞讲

故事，以故事为主，这个戏是歌舞

与故事并重，具有独特的风格。

朝皋写过不少很深沉、很深

刻、思想内涵丰富的戏，同时又能

写相对轻松、让人赏心悦目的戏，

很难得，再加上童导等主创人员

的努力，总体是很不错的。《七彩

畲乡》受到领导的重视，受到广大

观众的欢迎，它将来的演出会收

到更好的效果。这个戏歌舞确实

非常精彩，舞蹈很热闹、很新鲜、

很丰富，文化内涵很丰富。

吴乾浩（《中 国 京 剧》原 主

编）：一个剧种的产生，根据历史

来看，光有一个戏是不行的，需要

有后续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剧

目。但这个始创戏《七彩畲乡》站

住了，这是非常可喜的。

戏中有一段由一批老太太跳

的舞蹈我很赞赏，这适应了情节发

展的需要，虽然单独看没有年轻人

美，但它融入了整部戏，因为体现

了畲乡深刻的变化。山变了、水变

了，但更主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

变化，是心灵的变化。

秦华生（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

会副会长、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对

这 出 戏 ，我 用 3 个 字 来 概 括 ，即

“巧、亮、新”。

第一点，“ 巧”就是构思的精

巧，剧本的构思和舞台的构思都很

精巧。因为这个题材是现实中的

人和事，有畲乡的原型。现实中的

人和事要写成剧本并适合演出，有

一定的难度，这就很考验我们的编

剧、导演和主创的功力，尤其是经

过几次改动之后，现在的呈现是用

一对年轻的恋人的恋爱波折作为主

要的戏剧情节，又以一对老的网上

朋友作为一种调剂，人物虽然很简

单，事情也很简单，但是在这里面显

出了剧作家构思的精巧，导演舞台

叙事的精巧。

第二点是“亮”，是指舞台表演

上的亮。多姿多彩的畲族歌舞巧

妙地融合在了剧中，使全剧充满了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时代色彩，歌词

听了感到很舒服，很有诗情画意。

4 个人物的行当很有色彩，他们的

表演和歌舞与群歌群舞的配合也

是相得益彰。

第三点是“新”，全方位的新。

一是反映了新的生活，尤其是畲

族的新人新事；二是以新的价值

观 念 表 现 了 新 的 时 代 追 求 和 理

想；三是以新的视角来切入生活；

四是反映了新的发展方式；五是

采用了新的组织方式，群众演员

和主演都有变化。

徐涟（中 国 文 化 报 社 副 总

编）：鹰潭创作了一台山美水美人

美歌美的戏，具有清新明快、以情

动人的轻喜剧风格，让人眼前一

亮。《七彩畲乡》从一对年轻人相

亲、定亲和两代人婚恋观念的转

变入手，举重若轻，实际上关注的

是农村当下的现实生活，注重生

态农业发展、关注大学生村官、鼓

励大学生回乡就业等社会重大问

题、热点难点问题，很有意义。

编剧姜朝皋写过诸如《胡风

汉月》、《梦断婺江》、《天山丽人》

等很多深刻的历史剧，这出轻喜

剧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种创作风

格。导演在舞台节奏感上把握得

非常好。音乐的创作为这部戏立

了大功，两位年轻主演唱得有韵

味，“二叔”“苗妈”的表演具有喜

剧特色，夸张、诙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西鹰

潭调动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

力资源，打造出一个龙虎山脚下

畲乡文化的艺术品牌，并借此打

造江西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品

牌，树立鹰潭山美水美人美歌美

的地方形象，证明了鹰潭地方政

府的胸襟和眼光。

宋官林（国家京剧院院长）看

了《七彩畲乡》深感震撼！这是一

部基础非常好的优秀剧目，令人赏

心悦目，如清风拂面。这是一个全

新的戏剧样式，非常值得关注。

李宏（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

司长）：看了这出戏我很受感动。

戏很有特色，作为少数民族戏剧，

《七彩畲乡》为中华民族艺术增添

了一抹绚丽色彩。

王勇（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

副处长）：《七彩畲乡》表现了对家

乡的热爱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

的和谐美，题材非常好，是目前第

一部反映畲族题材的大作品。

李悦（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

秘书长）：《七彩畲乡》是一个大的

剧目，也是江西第一部反映少数民

族题材的大戏，这是一个大跨越。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新生剧种，希望

以此为良好开端，不断成熟发展。

刘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

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

研究所所长）：《七彩畲乡》注重民

俗 性、地 域 性 和 抒 情 性，载 歌 载

舞，具有轻歌剧特点。反映的是

少数民族题材，但核心是绿色环

保和新农村变化，畲族人有这样

的思想理念尤其显得难得。塑造

的人物有生活原型，真实感很强，

感染力很强。 （周信供稿）

时 评

本报讯 （记者王晋军）5 月 6

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和山东滕州市委、

市政府主办的第九届国际墨子鲁

班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墨子学会成

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

台湾以及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在

为期 3 天的研讨活动中围绕“墨

学与社会进步”“墨学与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鲁班创新精神的当代

意义”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

交流与研讨。

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

儒学并称为显学。墨子倡导的“兼

爱非攻、强本节用”的科学思想，

成为激励后人团结友爱、艰苦奋斗

的精神力量；鲁班被称为“百工圣

祖”，他的创新精神影响广泛。

山东省滕州市近年来不断加

大墨子鲁班文化的发掘、研究、传

承和弘扬力度，与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墨学专家建立了联系，相

继成立了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墨

子基金会、国际鲁班研究会，兴建

了墨子国际研究中心、墨子纪念

馆、墨砚馆、鲁班纪念馆，编辑出

版了《墨子研究论丛》、《墨子大

全》、《科圣墨子》、《鲁班的传说》

等 150 余部、5000 余万字的墨子

鲁班研究论著及系列通俗读物。

日前，中国戏剧（戏曲）导·表

演 艺 术 体 系 论 坛 在 辽 宁 沈 阳 召

开。论坛由李默然、徐晓钟等老

艺术家发起策划，中国戏剧家协

会、中 央 戏 剧 学 院、中 国 戏 曲 学

院、上海戏剧学院、辽宁省文联、

辽 宁 省 老 艺 术 家 协 会 6 家 单 位

联 合 主 办 。 来 自 全 国（包 括 港

澳 台 地 区）的 50 多 位 著 名 戏 剧

戏 曲 导 演、演 员、理 论 家 出 席 论

坛，系 统 地 梳 理、总 结 了 中 国 戏

剧（戏 曲）导·表 演 艺 术 体 系 发

展 历 程，分析了近年来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成果，力图推动中国戏

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不断

向前发展。

坚持现实主义
关注社会现实

戏剧教育家、话剧导演艺术

家徐晓钟指出 ，近 年 来 ，大 量 的

非 创 作 的 舞 台 表 演 和 电 视 剧 的

表演实践，使得许多年轻的演员

在创造角色的时候不知所措，不

知 道 正 确 的 创 造 角 色 的 方 法 是

什么状态，不知道面对种种的表

演 流 派 自 己 应 有 的 表 演 方 法 和

修 养 的 基 础 是 什 么 。 表 演 理 论

实 际 上 已 经 被 弄 得 模 糊 不 清

了。“我认为，作为现实主义表演

基石的斯坦尼体系仍然值得我们

反刍。”他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百

年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坚持了一个

重要的原则，就是兼收并蓄、以我

为主。“这里所说的‘我’，我体会

指的是现实主义基础，也指的是

我 国 民 族 文 学 艺 术 的 美 学 精

神 、我 国 观 众 的 审 美 追 求 特

性 ，同 时 也 指 作 为 创 作 主 体 自

己的创作特性和审美追求，坚持

以 我 为 主、胸 怀 博 大，辩 证 地 吸

纳 外 来 文 化 戏 剧 中 一 切 对 我 国

话 剧 有 价 值 的 美 学 财 富 。 以 现

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元并存是

我 们 的 传 统 。 我 国 话 剧 百 年 的

经验证明，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自

我封闭的美学原则，它是一种能

够 吸 纳 多 种 美 学 因 素 的 一 个 体

系 。 这 种 戏 剧 能 够 深 刻 敏 锐 地

反 映 现 实，深 刻 剖 析 人 的 心 灵，

能够渗透历史和民 族 文 化 的 深

层 内 因 。 我 理 解 这 是 现 实 主 义

美 学 在 我 国 话 剧 艺 术 发 展 中 已

经 在 走 的 道 路 。 我 们 相 信 以 现

实 主 义 美 学 为 主 体 ，多 重 美 学

原 则 创 作 方 法 多 元 并 存 ，一 定

会 给 我 们 的 话 剧 导 表 演 艺 术 不

断 带 来 新 的 生 命 、开 辟 广 阔 的

道路。”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副 院 长 查

明 哲 怀 着 对 现 实 主 义 戏 剧 深 刻

的 尊 重 和 期 盼 ，创 立 了“00 后 ”

现 实 主 义 戏 剧 。 他 说：“ 现 实 主

义戏剧绝没有过时，现实主义戏

剧 也 绝 不 会 过 时 。 现 实 主 义 之

所以能成为主流创作理念，因为

它 表 现 了 对 人 的 关 怀 。 这 也 是

戏剧人的崇高使命。”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著 名 演 员

雷 恪 生 和 台 湾 著 名 导 演 赖 声 川

都 在 发 言 中 畅 谈 了 自 己 在 戏 剧

创 作 实 践 中 的 经 历 。 他 们 用 最

真诚的方式说故事，用最真实的

方 式 做 戏 剧 ，赢 得 了 观 众 的 认

可，再 一 次 佐 证 了“ 艺 术 源 于 生

活”的至理名言。

艺术的“手术刀”
不能“浅尝辄止”

徐晓钟在发言中提到了近年

来 频 频 出 现 的“ 颠 覆 经 典”的 创

作。他说：“在导演艺术上，我们

历来主张对文学剧本要有导演自

己的解读，没有导演的解读就失

去了导演二度创作的真意。舞台

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实验性演出的

导演标榜在二度创作中对原著的

解构，比方说对叙述方式、戏剧结

构的呈现、人物情节的增减。只

要是以严肃的态度来诠释经典，

融入我们二度创作者的历史观、

文化观、人性观，又有健康的审美

取 向，这 都 是 应 该 受 到 关 注 的。

然而，也要看到有些自称‘颠覆经

典’的这种实验令观众感受到的是

无原则的标新立异、无原则的哗众

取宠，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徐晓钟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导表演艺术取得重大成就，

这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然 而 在 创 作

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浅尝

辄止”。在多数演出中，表演艺术

的手术刀常常还没有深刻解剖出

人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

多面性。而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做

到的，我们还未能做到。这个有

我们编剧、导演、艺术家对生活、

对人性的观察体验的深度问题、

有艺术家哲学修养和艺术素养的

局限。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一些创作人员面对客观的诱惑和

干扰，还有自身脱不尽的各种因

素引发的浮躁。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研究员马也在会上提到了戏剧导

表演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导演的

思想性。他认为，好的导演应该

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最好的导演

应该在剧本的基础上有尖端的发

现，要有精神层面，还有思想和人

性的层面。辽宁歌剧院著名导演

刘 波 则 结 合 自 己 的 歌 剧 创 作 实

践，谈了导演作为一个“组织者”

的职责。他说：“无论是在前期的

艺术构思还是在后期的创作过程

中，导演都要想办法调动各演出

部门的积极性，形成紧密的创作

集体，随时保持交流的畅通，及时

获取信息的反馈，使整个创作团

队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同样执此观点的还有辽宁歌

剧院的著名导演丁丽华，她表示，

作为戏剧创作中文本的解释者和

演出的组织者，导演对作品的理

解能力和创造能力至关重要。歌

剧导演要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

导下，大胆尝试表现形式上的创

新，使这门艺术形式在学习、继承

的 基 础 上 得 到 真 正 的 完 善 和 发

展。对此，中国国家话剧院著名

导演张奇虹总结说：“好演员是不

露痕迹的表演；好导演是不露痕

迹的将导演艺术合情合理、合乎

逻辑地融于演员的表演中和各个

部门的体现中。”

深入挖掘中国戏曲的宝库

辽宁省艺术家协会会长、表

演艺术家李默然在开幕式的致辞

中指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

戏曲表演艺术是一种没有体验的

‘程式化’，然而长时间的观剧和

导剧实践却让我感受到，只用技

术技巧来概括戏曲表演是远远不

够的。”李默然说，“中国的戏曲导

表演艺术是博大精深的。我前两

年 曾 经 发 现 过 一 本 昆 曲 导 演 文

本，年代尚无法确定。看来，恐怕

戏曲也不一定就没有导演制度。

戏曲到底还有多少宝藏没有被发

掘出来，还有多少优良的传统没

有被继承下来？希望这个论坛能

带给大家一些思索。”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季国平表示：“我们当前戏剧创作

成就是显著的，但目前也有一些

值得警惕的问题。一部分人以为

我们的传统戏剧落后于西方的话

剧和歌剧，误以为戏曲只有行当

和类型，先天不重视人物创作，容

易用西方简单的手段来改造中国

戏曲。其实从传统戏曲的形成开

始，人们就把对人物的塑造作为

评价戏曲的标准。”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

冉常健、刘小军教授认为，纵观中

国传统美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

人的文学、文艺作品中从不缺少

对现实的关照，对艺术真实的不

断追求。因此，戏曲导演在对演

员的培养过程中，更要注重结合

演员自身特点，充分发挥演员的

个人技能，使演员所饰演的角色

更加鲜明。

畲乡升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专家评大型现代畲歌戏《七彩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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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国际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关注现实 解剖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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