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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樊友寒 通讯员周媛
媛）“物自天生，工开于人”。2025年4月2日，
舞剧《天工开物》重磅开票，6月6日—7日在
武汉琴台大剧院上演三场。该剧由江西文演
集团、北京舞蹈学院共同出品，新华社新媒体
中心、北京猿动力泛娱文化集团、中共新余市
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据悉，《天工开物》上海文化广场站三场
全部提前售罄，上座率100%，6000余名观众、
全球27个国家外交官近百人组团观看，气氛
火热、一票难求，为上海观众献上了一场“华
流即顶流”的文化盛宴。

2025 年 2 月，全国巡演第一站长沙首演
更是“开门红”，全价位票档全部提前售罄，场
场爆满，座无虚席。2月长沙、3月深圳火爆上
演后，这股“天工热潮”6月即将席卷武汉。

舞剧《天工开物》自2024年首演以来，全
网曝光量超4亿，综合上座率超90%，累计观
众4万余人，是当之无愧的舞剧“黑马”，爆款
舞剧“新顶流”。

该剧被誉为“文艺界的大作，舞剧界的大
片”。舞美通过对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
饰、家具等资料的研究，总结出明制美学“大、
巧、简”的美学特征，以别出心裁的舞台呈现
形式，让古老的传统工艺在舞台上焕发出新
的活力，深受观众喜爱。

除了雅致古朴的明制美学颇受年轻观众
喜欢以外，舞剧的“含舞量”也让观众大呼震
撼。“全员会飞”“中国人会飞这件事瞒不住了”

“再一次被中式美学震撼”“中国的舞蹈圈不受
牛顿统治”等互联网热评，在观众的热情种草
下，激起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和国风美学的认
同，燃起了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

舞剧《天工开物》将宋应星的人生经历与他
的著作《天工开物》的篇章穿插并行展开。北京
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马蛟龙饰演老年宋应
星，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吕科镝、江西省
歌舞剧院舞剧团青年演员安一宁饰演青年宋应
星。引领观众走入这位传奇人物的世界，展现
宋应星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满怀兴趣，演绎他的6
次科场失利，以及他即便在亲人不理解不支持
的情况下，依旧醉心于创作“与功名进取毫不相
关”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故事。

马蛟龙在采访中表示：“对老年宋应星的
把握要很精准。我是舞蹈演员，更多通过身
体、中国舞自带气质演人物。”马蛟龙不断想
象《天工开物》诞生的时代，“如果生活在宋应
星的世界中，我会怎么做？”

吕科镝表示：“宋应星这个人物要在身体、
外在形态、服装等各个方面，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上半场，会看到
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对世界充满好奇，在经
历挫折和人生的迷茫之后，他的内核逐渐稳
定，但是心底对世界的探索却从未改变。”

上海晶英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英武表
示，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17世纪
影响世界的百科全书，对全球发展影响深远，
是老祖宗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财富，舞剧则

是把古老的匠心精神和传统工艺的魅力用舞
台艺术的手法展现给大众，让更多人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激发大家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继长沙和深圳站后，《天工开物》将陆续
登陆上海、重庆、成都、青岛、宁波、南昌、福

州、沈阳、郑州、昆明等二十余座城市，上演近
50场演出。以舞蹈为载体，用艺术连接传统
与现代，向全球观众传递中国科技与传统文
化的深邃底蕴。“天工开物，永不止步！”此次
巡演不仅是一次艺术之旅，更是一场中华科
技和文化自信的展示。

■九派新闻记者王晶 通讯员黄宣

4月2日，黄陂区的青山绿水间，一片名
为“云雾里”的茶园正悄然绽放新机。这里不
仅茶香四溢，更成为“90后”返乡青年胡静书
写乡村振兴梦想的舞台。从奢侈品陈列师到
高级茶艺师，从都市白领到茶园创始人，胡静
的跨界转身映射出黄陂茶产业与文旅融合发
展的时代活力。

奢侈品陈列师放弃高薪返乡跨界创业

34岁的胡静是黄陂祁家湾人，尽管从小
在汉口城区长大，但骨子里对乡土的热爱始
终未减。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当上了一名
化妆师，后来又在商场某奢侈品牌做了3年奢
侈品陈列师。陈列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要
随时掌握店内库存和货品情况，晚上闭店后
还要调整橱窗陈列。虽然月入过万元，但胡
静怀孕后就辞去了工作。2023年一次偶然的
茶园探访，她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看到
茶农们手工炒茶的场景，仿佛触摸到了传统
文化的根脉。”胡静回忆。

2024 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胡静在黄陂
李家集街道云雾山附近的民兴村流转了 45
亩地，正式创立“云雾里”茶园。虽然面积不
大，但盛满了她对未来的种种设想。为了尽
快熟悉业务，作为茶叶小白的胡静通过熟人
介绍并师从黄陂茶产业协会秘书长、武汉制
茶“状元”罗国治，从零开始学习茶叶种植、
炒制技艺，半年不到就考取了高级茶艺师资
格证书。

“我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宋式亭台，挂上白
色纱帐，进行茶艺表演，让都市人收获一份疗
愈。”胡静指着一片果树旁的空地说，20多岁
时她喜欢奢侈品，现在回归自然后内心反而

更丰富了，学制茶、学茶艺、练写毛笔字……
传统文化成了她眼中最好的奢侈品。

胡静认为，现代都市繁忙的工作和生活
节奏，令人对大自然和田园的向往越发强
烈。当母亲后，她想为孩子在山水间打造一
个“大公园”，于是她坚定开启了回乡创业之
路，沉醉在茶园的这份事业里。在胡静的规
划蓝图中，除了生态茶园，这里还有果园、蔬
菜园、民宿休闲区、茶文化研学区、综合露营
娱乐区、亲子采摘区、种植科普区等多元业
态，目标是打造一个集“采茶、制茶、品茶、疗
愈”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我希望用现代美
学重新诠释茶文化，让茶园成为连接城市与

乡村的纽带。”胡静说。
“开茶园前期投入比较大，区里还为我协

调了一笔贷款，帮助我进行制茶设备升级。”
胡静介绍，目前茶叶加工厂和茶文化研学区
已进入最后的工程收尾阶段，今年“五一”茶
园一期将正式对外营业。“农民采茶一天收入
在150元至200元不等，我们首批约提供30个
固定岗位及季节性用工需求，优先聘用周边
村民，助力农户增收。”胡静说，过去村民种茶
只能卖鲜叶，现在通过参与文旅服务，收入渠
道拓宽了。她表示，未来还将优化种植技术，
并借助电商平台拓展销售网络。茶园二期将
开放亲子采摘区，三期计划利用茶园景观打

造精品民宿，引入康养项目，为都市消费群体
打造一块心灵栖息之地。

村民在家门口捧起“金饭碗”

距离“云雾里”10分钟车程的武汉市滤尘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制茶车间内，机械运转轰
鸣。自动生产线将鲜叶转化为精品茶，智能
化监测屏实时显示杀青温度和时间，身着白
色工服的技师穿梭调试设备，茶青在传送带
上翻滚、定型，浓郁的茶香在空气中弥漫。

合作社负责人、黄陂茶产业协会秘书长
罗国治告诉九派新闻记者，附近十里八乡家
家都种茶叶，合作社带动附近200多农户，每
年清明前可产1000斤干茶，一个农户一个季
度可增收2000多元。“黄陂人就爱这一口黄陂
茶，制茶技艺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由于
种茶制茶十分辛苦，现在少有年轻人愿意入
行。胡静是他带过最年轻的“徒弟”。“年轻人
愿意学，我就毫无保留地教。”罗国治说。

作为武汉市最大的绿茶产区，黄陂现有
茶园面积超10万亩，每年可产各类优质茶叶
200万斤，年产值突破10亿元。近年来，黄陂
区通过成立茶产业协会、推广绿色种植技术、
打造公共品牌等举措，推动茶产业从“规模扩
张”向“品质提升”转型，2024年“木兰茶”成功
入选《中国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这一片
片承载着黄陂山水灵韵的茶叶，已悄然成为
富民强村、点亮村民生活的“金钥匙”。

从胡静的“云雾里”到黄陂的 10 万亩茶
山，传统农业正与现代创意碰撞出新的火
花。罗国治表示：“茶产业的未来在于品质、
品牌与融合。”在政策、科技与新生代力量的
共同推动下，这片“绿叶”将继续为乡村振兴
注入绿色动能，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捧起“金
饭碗”。

职场青年返乡创业开茶园
茶文化体验园区一期今年“五一”开放营业

年轻观众热爱场场爆满

“全员会飞”的爆款舞剧《天工开物》来汉

“90后”返乡青年胡静在黄陂开起“云雾里”茶园。 九派新闻记者符程郡 摄

舞剧《天工开物》演出海报。

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上接第一版）
林更银回忆，爷爷林继佳被害时只有30岁，有个9岁的

女儿和7岁的儿子。“7岁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林生富。小
时候，每当父亲讲到爷爷遇难时的惨状，他都会大哭一场。”

林更银说：“当得知日军要下毒手时，被捆绑的61位村
民愤怒反抗，有的用头猛力撞击鬼子，鬼子当即枪杀2人。
鬼子队长举刀发令，一时血流成河。”

“日寇撤离后，我父亲和亲戚们扒开土坑寻找被害爷爷
的遗体，凭生前衣物辨别才将尸身和头颅合一。”林更银说，
日军杀人后还将全村284栋房屋焚烧殆尽，烧死一名卧病
在床的妇女，全村先后被害74人。

血誓：近百村民从军卫国

林先敏告诉记者，“林家大湾惨案”发生后，村无片
瓦，男性青壮年劳力损失大部，村里 12 岁男孩子不得不
犁田打耙。幸存的村民一边重建家园，一边发誓要剿灭
日寇。

1941年，林家大湾17岁的村民林上元报考军校。毕业
后，林上元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选择和父亲一起投身抗日
战场。2015年，林上元作为抗战老战士代表获颁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林先敏说，林上元今年已经101岁，此前每次回村第一
站都会来“反抗日寇暴行纪念碑”前祭奠罹难的村民。他和
村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没有国，哪有家？这绝不是一
句空话。”

1972年底，时年20岁的林更银和其他村民一样报名参
军，他在部队服役6年，还当上了班长。转业后，他又将儿
子林雄和女儿林英送进了部队。在他看来，只有国强才不
被人欺，只有保卫好祖国才能有幸福生活。

“村民林大焱参加了解放战争，林美国、林华山参加了
抗美援朝，林金奎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林更安参加了对
越自卫反击战……”今年80岁的林更财扳着手指头给记者
统计了村里的卫国英雄。

“只要是保家卫国，当兵的愿望总是比别的村强烈些。”
林更财曾在1982年到2001年担任村支书，在他记忆中，每
年都有两到三个村民当兵。新中国成立后已有近百名村民
当兵，要不是名额限制这个数字会更多。

林更财回忆，20世纪80年代，参与“林家大湾惨案”的
一名日本老兵坂田，带话过来，想来村里道歉，但是被愤怒
的村民断然拒绝。

“不能忘，不敢忘。”清明前夕，仓埠街周埠小学校长陈
建华带学生来给74位罹难的先民扫墓。他说，他每年清明
都带学生来，每次听完村民讲述“林家大湾惨案”，心情都难
以平静。“先辈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就是民族魂，希望学
生们牢记，一代代传承。”

长江日报讯 近日，市民王先生将自己收到的租房合同
输入到“木瓜合同宝”小程序，不到1分钟系统审查完毕，自
动生成了20余项潜在法律风险提示，每条提示都标明了修
改建议和相关法规出处。

“合同由‘AI 顾问’先看一遍，不仅可以排查潜在漏
洞，还可以选择甲方、乙方和第三方等不同审查立场，为
当事人最大化争取合法权益。”准备租房的王先生在上传
合同后选择了乙方立场，系统提示，房屋租赁税费还可以
协商由房主承担，“每月可省 400 元，相当于有了一个专
属法律顾问”。

“木瓜合同宝”是洪山区武汉木瓜法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木瓜法宝”）在自主开发的法律垂直领域大模型
基础上设计的一个应用小程序，于去年5月开放上线。

“如果将通用大模型比作一名拥有全科知识储备的高
中生，垂直类大模型可看作精通专业知识的硕士生、博士
生。”木瓜法宝董事长张本仙介绍，法律与AI大模型结合后
可降低普通市民的法律咨询门槛。

2023年，木瓜法宝研发团队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通
过投喂超420亿条法律相关语料等数据，用海量的法律文
档、案例、法规和判决对AI进行专业训练，成功开发出木瓜
法宝法律垂直类大模型，并在全省完成备案。

“传统人工审查百页工程合同需2个工作日，AI只需3
分钟。”张本仙演示一份涉及多方主体的承包合同，经AI扫
描后系统自动生成了37项风险提示。“‘AI顾问’先从合同
找出问题，再思考与哪些法律条款相关，经综合研判后形成
一份审查建议，帮使用者做出最终决断。”

在使用了“AI顾问”后，某公司法务徐先生的工作轻松
了不少，现在企业年均需要审查上百份合同，大部分常规问
题被前置解决，人工仅需对关键信息核实把关，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

（栾嘉雯 赵浩宇 张泽君）

3分钟看完上百页合同

会审合同的“AI法律顾问”上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