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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者说好奇者说

ZHEJIANG DAILY

本报嘉兴10月30日电
记者 刘慧

粉墙黛瓦，微风拂面。今晚，乌
镇化身如梦如幻的舞台——第二届
乌镇戏剧节在户外水剧场拉开帷
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爱好者，相
约如梦似幻的江南水乡，共享为期
11天的戏剧饕餮盛宴。

作为开幕大戏，由田沁鑫编剧、
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演出的

《青蛇》，为夜色笼罩下的水榭舞台
营造了些许神秘色彩——青蛇和白
蛇两位主演从一湾浅水中出场，转

眼踏入梦幻一般的水乡人间。置身
现场，人们充分领略了这出水剧场
版《青蛇》的独特魅力。

本届戏剧节，在乌镇大剧院和
6 座古典小剧场，将轮番上演《第
十二夜》《进步颂》《东海暴风雨》等
来自 7 个国家的 17 部经典话剧。
流连桥边水巷，品一杯白菊茶，晚
上看一出戏剧，与李安、林兆华、田
沁鑫、林青霞、金士杰等多位知名
戏剧人对话，将是记忆中难忘的艺
术体验。

乌镇戏剧节由陈向宏、赖声
川、黄磊、孟京辉等共同发起，文

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本届
戏剧节邀请了来自丹麦的著名戏
剧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担任荣
誉主席。

为戏聚首，为梦疯狂。青年竞
演是乌镇戏剧节为推动青年原创戏
剧发展，扶持青年人才，并为热爱戏
剧、有潜力、有梦想的青年创作者提
供的一个展示自我才华的平台。此
次以“化”为题的第二届青年竞演，
则以一扇看不见的门、一顶帽子和
一件乐器为道具，进行 40 分钟舞台
戏剧演出。12 部入围“青年竞演”
单元的公演作品，将代表青年戏剧

的新兴力量，为第二届戏剧节奉上
一场场精彩的戏剧对决。

本届戏剧节还设置了“古镇嘉
年华”的环节，让古镇小巷幻化为戏
剧舞台，让观众们不经意时就走进
表 演 的 空 间 ，成 为“ 意 外 的 表 演
者”。即日起，乌镇沉浸在戏剧艺术
的水乡梦中——来自全球超过 300
组艺术表演团队及街头艺术家，带
来了超过 1500 场的“古镇嘉年华”
狂欢。置身古镇，随处都可驻足欣
赏。

乌镇戏剧节，以戏剧之名，与你
相约金秋十月。

第二届乌镇戏剧节开幕

水乡处处皆舞台

本报杭州10月30日讯
记者 吴孟婕

今起至11月16日，当代艺术家
胡项城个展在浙江美术馆 1、2 号厅
展出。

“这件装置作品的材料来自乡
村建设过程中被淘汰的建筑材料和
家具部件，是曾经的家园见证，它们
与 绘 画 重 新 组 合 出 另 一 番 天 地
⋯⋯”站在展厅内与观众互动的胡
项城，与媒体见面会上的低调表现

略有不同，用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
辉的话说，从治水到种植、从手工艺
整理到民俗节日的复兴、从乡村建
设到城镇化推进，对于社会生活个
案，这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始终保持
着高度的创作热情。

在中国美院副院长宋建明眼
中，胡项城集师者、思者、志者、匠者
于一身，将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平
面艺术、影像艺术放置于“时光隧
道”中，流露出对有礼、有度、有情、
有义的和谐生活世界的向往。

当代艺术有话说当代艺术有话说

通讯员 冯益飞 柴田
本报记者 王婷

从神舟五号到神州十号，我
国载人航天技术这些年突飞猛
进，已先后 5 次将 10 位航天英雄
送入太空。成为第 3 个实现载人
航天的国家。

接下来，我国还将于 2016 年
发射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
飞船，2018 年发射空间站试验核
心舱，2022 年，发射载人空间站
的两个实验舱。

那么，载人航天工程中的关
键因素——航天员，又是如何选
拔的？如何进行训练的？他们在
太空中是如何生活并开展工作
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
师陈善广，日前在浙江理工大学

“金沙讲堂”为我们描述了我国航
天员的成长轨迹。

众里寻他千百度

除了太空的真空状态等严酷
环境外，航天员还要面临众多风
险，比如发射过程中的超重环境，
返回过程中的巨大冲击力等。此
外，航天员还需要承担大量复杂
的工作任务。陈善广说：“航天员
必须要从特定的人群中进行选
拔，他们必须具备优秀的思想品
质、熟练的操作技能、健康的体魄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陈善广透露，我国的航天员选
拔程序与国外没有太大区别——
首先会对特定人群进行预备航天
员选拔，在被确定为预备航天员后
还要经过反复的训练期选拔以及
飞行乘组选拔，只有通过了所有的
选拔程序后才能正式飞天。

我国首批 12 名航天员是在
3000 多名飞行员中经过档案审
查、疗养院初选、临床医学检查和
特殊生理功能检查进行选拔的。
目前，由于我国航天员要承担飞
行器的驾驶任务，所以第一和第
二批航天员都是从现役飞行员中
进行选拔的。特别的是，在第二
批选拔的 7 位航天员中还有两位
女航天员。

男女航天员选拔的条件有差
别吗？“基本相似。”陈善广说，主
要是看学历、身高、体重等基本条
件以及临床和心理的相关要求。

随着载人航天的发展，对于
航天员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样
化。“接下来，我们除了选拔驾驶
员以外还将选拔飞行工程师、科
学家飞行员甚至太空游客等，到
时候选拔的针对人群也将不再局
限于飞行员队伍。”

也许，下一个飞入太空的，就
是你。

千锤万凿出深山

通过选拔成为预备航天员
后，还要经过3年到5年的艰苦训
练。

我国的航天员训练主要包括
体质、航天环境适应、心理、基础
理论、专业技术、飞行程序与任务
模拟训练等，目的是要让航天员
保持身心素质，掌握相关技能以
及良好的协同配合。

陈善广举例说，航天员的航天
环境适应性训练主要包括超重耐
力训练、前庭功能训练和失重适应
性训练，主要是针对发射过程中的
超重、飞行过程中的失重以及返回
过程中的冲击进行训练。

专业技术训练则是针对航天
器的技术训练，主要有交会对接
技术、出舱活动技术、专项任务技
术的训练。

由于从发射到返回着陆都是
按照预定程序安排，所以航天员
必须对这些程序滚瓜烂熟。“大部
分的航天事故都发生在上升段与
返回途中。”陈善广说，在上升段
和返回中，有很多因素不可控。
因此特别要注重航天员的救生、
生存训练。

大型联合演练则是要求宇
航员能参与到整个航天工程的
协同工作中，能够在演练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此外，空间实

验及有效载荷技术训练要求航
天员能够使用空间实验设备进
行空间实验。

衣食住行皆不同

衣食住行，人在地面上需要的
保障，宇航员在太空也同样需要。

由于航天员要经历不同的环
境，对衣服的要求也不一样。

“在上升段和返回途中，航天
员需要穿舱内航天服；当航天员
要出舱时，必须穿舱外航天服；在
轨道上安全条件下，宇航员的衣
服除了要防静电外，与地面并没
有太大区别。”

舱内航天服其实是一件压力
防护服，在飞行中，舱内压力是由
人工制造的，如果舱内失压，航天
服就能保护宇航员的安全。

当宇航员要出舱时，由于舱
内与太空相连，压力就会泄漏，同
时宇宙中还存在射线、微流尘、巨
大的温差，并且宇航员还需要穿
着航天服进行工作，所以舱外航
天服不仅是一件压力防护服，还
要保证航天员在舱外的生命安全
和工作能力。

“我国的舱外航天服‘飞天’
代表了我国航天史上的一次奇
迹。”陈善广骄傲地说，“国际上要
完成一件舱外航天服通常需要 6
到8年，而我国只用了4年。”

民以食为天，航天员的饮食
尤为重要。

由于空间狭小以及失重，航
天食品要求不能产生碎屑。此
外，除营养要求外，食品的形态和
使用要求上也与地面不同。

目前，宇航员的饮用水主要
来自地面的携带水、燃料电池生
成水以及回收和再生的水。

“航天员能在太空居住，得益
于技术人员通过设备提供了人工
的环境控制。”陈善广介绍。

太空生活还包括其他很多
方面，比如废物处理、航天员的
个人卫生、体育锻炼、睡眠娱乐
等。航天员在太空生活除了基
本的衣食住行外，还要进行十分
紧张忙碌的工作：对飞行器进行
巡视，保证飞行器不出问题；进
行天地沟通协调；开展自主或预
定的科学实验。

航天员如何在太空顺利地
使用设备完成工作？这和航天
人因工程学科密不可分。据了
解，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葛列众
教授率领的团队一直与航天中
心有合作，航天人因工程主要解
决的是“人和机器界面交互”的
问题，还包括了舱内设计、照明、
布局等要素，目的就是要使机器
完全符合人机工程的要求。

太空中的中国味道

主食：什锦炒饭；副食：干烧
杏鲍菇、雪菜肉丝、榨菜、叉烧酱；
饮料：浓香奶茶——这是景海鹏、
刘旺、刘洋3位航天员在神舟九号
飞船上享用的第一顿早餐食谱。

在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
中，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
天食品与营养研究室提供了７大
类、７０余种中式食品随航天员
征战太空，可以确保航天员４天
内不会吃到重样食品。

这次任务为航天员准备的食
品，突出了“中国味道”，包括鱼香肉
丝、松仁玉米、木须肉、黑椒牛柳、什
锦炒饭、川味辣酱、柠檬茶⋯⋯相比
早期以压缩饼干、点心为主的航天
食谱来说，有了质的飞跃。

航天员食品在研制的过程中，
按照“营养平衡主副食搭配”的原
则，在满足重量和体积严格受限的
前提下，广泛征求航天员意见，充
分考虑航天员口味特点，每一项食
品研制出来时，先请航天员品尝并
填写“感官评价表”，只有在６０分
以上的食品才能入选。

科研人员还针对空间环境下
女性营养需求和生理特点，设计
出满足女航天员饮食需要的飞行
食谱。 （据新华社）

我国载人航天专家解密太空生活

飞天路，多不易
我国载人航天专家解密太空生活

飞天路，多不易
编者按：10月28日19时40分许，我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

回飞行试验器完成月球近旁转向飞行，离开月球引力影响球，进
入月地转移轨道，预计11月1日返回地球。此次任务是我国探
月工程三期一次重要的验证飞行试验，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
探月航天器再入返回的关键技术，为嫦娥五号任务提供技术支
持。让我们跟随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一起来
探索太空的奥秘。

谴责

39533953
2747

悲剧 心酸

陪伴
关爱

3比7

20-29岁和30-39岁

35%、36%

沉重
关爱 珍惜

问候

感
触 无奈

航天大型联合演练。

第一代：非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第一代：非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