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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社为秦腔班社，其
前 身 为 清 光 绪 二 十 一 年
（1895）秦腔艺人苏长泰（陕
西商州人）创建于华阴的“长
庆班”，不久解散。光绪三十
年（1904）在西安东关恢复，
时谓“份子班”，演员临时约
请，戏箱临时租赁。民国二
年（1913）曾入榛苓班。民国
四年（1915），苏长泰与徒弟
耶金山重新组建长庆班，初
期除招收第一期甲、乙两班
学生外，演员全是招聘来的
江湖艺人，像葫芦儿、张寿
全、阎全德、三斗金、梁箴、王
德孝等人，也多系秦腔名角，
又各有拿手戏，所演剧目有

《安安送米》《紫霞宫》《四进
士》等，每日午晚两场，观众
蜂拥而至，成为西安最上座
的班社之一。

民国八年（1919）苏长泰
过世，耶金山继任社长，由于
善 于 经 营 ，班 社 进 一 步 兴
盛。民国九年（1920），督军
陈树藩部属欲将长庆剧社更
名为“关中三义剧社”，未能
得逞。耶金山为免除后患，
遂取苏长泰三个儿子乳名中
的“意”字，将剧社改名为西
安三意社。民国二十七年
（1938），苏哲民、苏育民先后
任社长。

三意社是迄今国内历史
最久的戏曲剧社之一，在秦
腔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里程
碑意义，从“长庆班”算起，也
是一家走过 127 个春秋的百
年老字号剧社了。

三意社社址先设在骡马
市梨园会馆，演出在钟楼南
边的银匠会馆等地。1920年
秋，班主租得骡马市“药材会
馆”（即后来的路东老门牌81
号），才有了固定的剧场。

民国十九年（1930），李
逸僧、封至模、袁多寿、袁允
中等导演先后进入三意社，
编导了《苏武牧羊》《玉堂春》

《十五贯》《蒋干盗书》等一批
新剧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三 意 社 走 上 发 展 的 道
路。在西安率先演出了《白
毛女》《罗汉钱》《小女婿》等
革命现代戏。1952 年，社长
苏育民以秦腔折子戏《打柴
劝弟》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
会演，获表演一等奖，并在北
京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领
导作了汇报演出。1953 年，
该社部分演员还参加陕西省
慰问团赴朝鲜慰问过中国人
民志愿军。

《火焰驹》这出秦腔戏影
响深远，是秦腔戏最经典的
代表作之一，编剧为清代秦
腔剧作家李十三。作家陈忠

实 就 写 过 小 说《李 十 三 推
磨》，连 童 谣 中 都 有《火 焰
驹》，骡马市一带的孩子们就
经常唱道：“锵锵戚锵戚，七
点半的《火焰驹》。谁有钱谁
看去，谁没钱赶紧回家睡觉
去。”

三 意 社 走 出 的 秦 腔 名
角、表演艺术家不少，主要有
苏长泰、阎国斌、苏哲民、苏
育民、周辅国、王辅生、苏蕊
娥、肖玉玲等。

秦腔的艺术风格是有历
史传承的，秦腔与秦声也渊
源深厚。唐代诗人刘禹锡

《伤秦姝行》中有：“秦声一曲
此时闻，岭泉呜咽南云断。”
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
京》中有：“汝不闻秦筝声最
苦……汝归秦兮弹秦声，秦
声悲兮聊送汝。”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西安市的秦腔剧团开始改
革 。《 西 安 市 志 》（1991—
2010）载：1971年三意社改称
为西安市秦腔二团。1999年
更名为西安青年秦腔艺术
团。代表剧目有《火焰驹》

《双罗衫》《赵氏孤儿》《四进
士》《五典坡》《状元媒》等，以
及现代剧《杜鹃山》《灯笼红》

《母女俩》《三家春》等。20世
纪 90 年代前后，创作演出剧
目有《少帝轶事》《谷雨》等；
主要演员有侯红琴、张涛、薛
广民、刘武利等。

1995 年，举办西安三意
社喜庆百年华诞活动。1996
年，表演的《辕门斩子》《三上
轿》《打神告庙》《月下来迟》

《打柴劝弟》等 5 出折子戏被
中央电视台《名段欣赏》栏目
选播。1999 年 5 月，中央电
视台现场直播该团排演的全
本传统剧目《火焰驹》，同年

《火焰驹》再次晋京，参加国
庆五十周年献礼演出。

2006 年 3 月，西安市把
青年秦腔艺术团与易俗社、
五一剧团、秦腔一团合并组
建西安秦腔剧院，下设易俗
社、三意社两个非法人分支
机构，2009 年更名为西安秦
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融合易俗社、三意社的表演
特色、人才队伍，探索传统戏
曲的传承与创新，重新复排

《三滴血》《火焰驹》等一批秦
腔传统剧目，创作排演大型
秦腔交响诗画《梦回长安》、
秦腔音乐剧《杨贵妃》、现代
戏《柳河湾的新娘》《秦腔》、
历史剧《七步诗》《大明宫》等
剧目。举办“秦腔之夏”“红
色经典秦腔演唱会”等演出
活动。

2012 年 5 月，西安演艺
集团正式成立，2019 年 12 月

18日三意成为西演旗下西安
三意社有限公司。

此时任西安三意社社长
侯红琴，是秦腔旦行演员、国
家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白
玉兰奖获得者，师从著名秦
腔表演艺术家肖玉玲，为肖
派传承人。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作
为西安地方的文化标杆和各
自行业执牛耳者，2021 西安
城墙景区与西演·西安三意
社为让秦腔持续回荡在陕
地，历经一年多的深入沟通
与精心策划，西安城墙·三意
社小剧场正式揭幕启航！

大年初五（2021 年 2 月
16日）开业这天，陕西文化界
的喜庆之事不仅获得了马友
仙等老一辈秦腔艺术家，以
及各地戏曲名家的到场祝
福，更在初五到初九的新春
系列演出中汇聚了李梅、李
东桥、齐爱云、赵阳武、李淑
芳、李小峰、李君梅、王新仓、
侯红琴、张涛等众多“梅花”
与刘随社、王宏义等 30 余位
国家一级演员登台献艺，盛
况空前！台下观众说：咱们
百年老字号的三意社，又回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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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 挺身而出

1954 年，黄维垣在美国哈佛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提交了回
国申请。但由于当时中美关系紧
张，美国移民局予以拒绝。他只能
一边在实验室做零碎的测定工作，
一边为回国事宜奔走。

当年 8 月 5 日，黄维垣与师昌
绪、张兴钤、林正仙等 26 名中国留
学生联名给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
威尔写信，请求撤销不许中国学
生离境的禁令。随后，这份联名
信发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得到大批爱国侨胞、美国人民的
同情和支持。

回国之后，黄维垣进入中国科
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有
机所，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国内甾
体化学尚属空白领域，他便结合博
士期间的研究基础和国内的资源
优势，自成小组开展了甾体与中药
研究。

就在甾体激素与中药化学成分
领域研究顺利进行时，中国跨进了
原子能时代。制造原子弹的原料
是铀—235，从矿石中冶炼出天然铀
之后，需要用氟将铀—235 与铀—
238 同位素分离出来。由于六氟化
铀具有强腐蚀性，用于扩散分离机
的润滑油必须耐腐蚀，要保证在高
速摩擦下不燃烧。

当时，苏联撤走了浓缩铀厂
的专家，没有人知道如何制备这
种润滑油。制备任务落到有机所
后，所里将其命名为“111 任务”，
寓意这是摆在第一位的、非常紧
迫的任务。

正是这个时候，黄维垣被调
入“111 任务”组。他认为，单质氟
虽为气体，但和其他元素结合后
产生的物质具有稳定抗腐蚀、抗
高温辐射、不燃烧等特点，可能是
制备润滑油的理想原料。很快，
在有机所实验楼前的空地上，他
带领百余名科研人员搭建了简易
实验棚，建立起各种氟化装置，进
行实验研究，希望在液相氟化的
基础上，探索出适用于工业化生
产的氟化条件。

“氟油研制总体设计由黄维垣
先生负责，他在氟化路线的选择上
做了很多工作。”戴立信说。

不到 3 年时间，有机所完成了
氟油的剖析、研制、中试、扩大生产
的全过程，“液相法制造全氟油”也
在1965年获得国家发明奖。

“我们所长到北京开会，钱三

强拥抱他，说你们这个工作太重要
了，做得快，使原子弹计划可以提
前一到两年的时间。”戴立信说。

▶从基础到应用 再回到基础

在 从 事 氟 化 学 研 究 的 过 程
中，黄维垣意识到基础研究对解
决应用问题的重要性，也发现了
早 期 仿 制 国 外 氟 材 料 的 种 种 缺
陷。任务结束后，他便转向氟化
学基础研究领域，希望以此带动
应用研究的革新。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
家陈庆云看来，这种转变正是科学
家精神使然。“黄先生最早到有机
所，做的是甾体和天然产物化学等
基础研究。1985 年国家有任务，需
要他去做氟化学，于是他转行。但
现在国家不需要了，他便回到本
行，发挥长处做基础研究。这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也是科学家应具备
的精神。”

“国防任务中好多问题弄不
清楚，需要做基础研究。黄先生
有一种使命感，非得研究它不行，
这样反过来才能为工业服务。”陈
庆云说。

后来，黄维垣陆续提出脱碘亚
磺化反应机理，发现了一系列新的
亚磺化脱卤试剂，开辟了全氟、多
氟烷基亚磺酸盐和黄酰卤的化学，
开展了含氟烷基取代有机化合物
的合成研究。

在黄维垣的努力下，有机所从
白手起家到渐成气候，发展出氟化
学这门学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领
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被
国外学者称为“上海氟化学”。中
国化学会还专门设立了以黄维垣
冠名的奖项——中国化学会黄维
垣氟化学奖，以奖励杰出的氟化学

研究人员。

▶不把研究生作为劳动力

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积累。丰
富的专业文献成为有机所特色之
一，少不了黄维垣的推动作用。

黄维垣回国之前，特意存了一
笔钱在哈佛大学的行政秘书手里，
请她将《美国化学会志》《化学文
摘》等专业刊物寄到中国。后者是
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最为重要的化

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的检索工具，
国内目前仅有两套完整原版，其中
一套就保留在有机所，早期都是黄
维垣征订的。

提及坚持到有机所任职的原
因，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
黄乃正说：“黄先生做了很好的工
作，给有机所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这让我感受到，有机所是一个做学
问的地方。”

1986 年到有机所攻读硕士研
究生、现为有机所研究员的吕龙，

至今仍记得他找黄维垣做导师的
情形。在办公室谈了10多分钟后，

“黄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还握
着我的手说，非常感谢我来找他。
他对待我这样普通的学生也如此
客气。他不认为自己是大科学家，
我去找他是我的荣幸，而是认为自
己是一个老师，学生去找他，他很
感激学生。”吕龙说。

戴立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黄先生在主持有机所学位评定委
员会工作时，经常谈到，不能把研

究生作为劳动力，而是要担当起我
们的培养职责。”

在论文排名、奖励排名方面，
黄维垣一贯谦让。对于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亚磺化脱卤
反应项目，他将第一的位置让给
了黄炳南。给学生修改论文，每
次都拒绝加上自己的名字。“稿子
给黄先生送审改了几遍、写几遍
他的名字，他就划掉几遍。”有学
生回忆说。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苏菁菁苏菁菁

你有没有想过，1秒是多久？
是时钟的一次嘀嗒声，人们的一次

眨眼，还是数到“1”所用的时间？这一
问题看似容易，其实并不简单。为了更
精确地定义秒，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努
力了多年。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以
下简称国家授时中心）的锶原子光晶格
钟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家
授时中心研制出了锶光钟，并通过守时
氢钟溯源至国际原子时，实现了在现行
时间单位秒定义下的锶光钟绝对频率
测量。

重新定义“1秒”：从天文秒到原子秒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来计量时间，有
规律的、能够重复的周期现象是人们计
量时间的重要工具。

曾经，我们依赖观测天体运动定义
秒。科学家们发现，日月轮换、昼夜交
替具有规律性，因此便以地球的周期运
动来定义秒，从而有了我们熟知的一年
大约 365 日，1 日 24 小时，每小时 60 分
钟，每分钟60秒，总计一天86400秒。

但由于地球公转、自转的运动速度
并不均匀，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转到
了微观层面，寻找更精确稳定的周期来
确定1秒有多长。

“科学家们发现，微观量子世界的一
些参数比天体运动更加稳定。1967 年，
国际单位制以铯-133 原子的能级跃迁
为基础，重新定义了秒，也即原子秒。”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
量院）研究员林弋戈说。

林弋戈介绍，原子的能级跃迁就是
指原子从一种能量状态到另一种能量
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原子发射出的电
磁波频率非常稳定，因此可以采用某些
原子的跃迁频率作为时间的计量基准，
从而建立原子钟。

终于，1967 年，第十三届国际计量
大会（CGPM）决定，将秒的定义从天文
秒改为原子秒，将铯-133原子无干扰的
基 态 超 精 细 能 级 跃 迁 对 应 辐 射 的
9192631770 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定为 1
秒。也就是说，将铯-133原子发出的辐
射振动 9192631770 次所持续的时间定
为1秒。

锶光钟数据获得国际认可

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常宏介绍，根
据输出频率的范围不同，原子钟可以分
为微波钟与光钟。

以原子的微波波段共振频率作为时
间频率基准的原子钟就是微波钟，而以
原子的光学波段共振频率作为时间频
率基准的原子钟则被称为光钟。

据了解，光钟的工作频段比微波钟
的工作频段高 4 到 5 个数量级，因此光
钟可以达到比微波钟更高的精度。

近日，国家授时中心完成了对其研
制的锶原子光钟性能的评估确认，并在
现行时间单位秒定义下对锶原子光钟
的绝对频率进行了测量。

这一步骤完成后，国家授时中心锶
原子光钟的相关数据将作为重要的参
考值上报给国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
频率标准工作组，成为锶光钟频率国际
推荐值计算所需要的源数据。

“在我们的锶原子光钟研制完成后，
需要将其数据纳入现行秒定义框架之
下进行频率测量，来确保未来时间单位
秒基于光钟重新定义时，量值保持连
续。此次发表于《计量学》上的成果，代
表着国际上认可了我们的锶光钟的评
估和测量数据。”常宏说。

国家授时中心卢晓同博士介绍，完
成现行时间单位秒定义下的锶光钟绝
对频率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技术
探索。第一是锶光钟的实现，第二是如
何将锶光钟输出的光频信号溯源至现
行秒定义。

“研究的过程比较艰辛。”常宏说，
“从研制锶光钟，到完成‘评估与认可’，
国家授时中心一共花了15年。”

“光钟的研制对于国家授时中心而
言是全新的领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知
识，例如原子物理、激光技术、电子线路
等，这些都需要知识的积累与时间的沉
淀。”常宏说。

常宏介绍，从 2008 年到 2017 年，国
家授时中心的锶光钟制作完成，这台钟
终于“走了起来”，但是“走起来”后，人
们还需要知道光钟的频率值具体是多
少。“校准”频率的研究始于 2017 年，近
日，这台光钟实现了现行时间单位秒定
义下的锶光钟绝对频率测量，数据获得
了国际认可。

据了解，能够成功研制光晶格钟的
国家并不多，其中多数是发达国家。“现
在，国内完成光晶格原子钟研制的共 4
家，分别是中国计量院、国家授时中心、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
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常宏说。其
中，中国计量院和国家授时中心都独立
完成了光钟频率通过国际原子时溯源
到现行秒定义的工作。

“目前，锶光钟研究最为领先的是美
国叶军团队和日本东京大学的香取秀
俊研究组，我们的研究和这两个团队还
有差距。但我们与法国的巴黎天文台、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英国国家物
理实验室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
方面实现了超越。”常宏说。

秒定义关乎基础科学发展

目前，国内多家单位都在进行光钟
的研制与绝对频率测量，有些团队研制
锶原子光钟，有些则研制钙离子光钟、
镱原子光钟。

“现在，在如何重新定义秒的问题

上，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共识，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光钟的表现都不
错，不存在某一种原子光钟性能明显强
于另一种的情况。所以，目前国际上还
没有选定要用哪种光钟来进行未来的
秒定义。”林弋戈说，“前两年，国际上提
出了一个定义秒的新想法，是使用多种
原子钟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新的秒定
义。所以国内做多种光钟是非常有意
义的。”

目前，中国计量院的锶原子光钟、中
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
究院的钙离子光钟和华东师范大学的
镱原子光钟的频率测量结果已经被国
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频率标准工作
组接受，这三所单位的测量数据参与了
这几种光钟频率国际推荐值的计算。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研制光钟，
实现更精确的秒定义呢？

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秒的精
确定义将让人们享受更准确的导航服
务。每当我们打开地图、“摇一摇”寻找
身边的人，精确的秒定义都在发挥着作
用。此外，交通、金融、电网、计算机网
络、移动通信等领域的安全运行都依靠
高精度的时间频率计量。

此外，精确地定义秒还关乎基础科
学的发展。

“目前包括物理学研究在内的很多
领域都亟待突破。而突破的发生，需要
科学上或技术上其他的突破来带动。
时间频率目前是人类能够测量的最准
确的物理量，可以说时间频率测量能力
的提升，将会带动多个研究领域的进
步。”林弋戈说。

例如，秒的精确定义和测量可以
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研究宇宙中的暗
物质，了解发生在遥远太空中的由更
小的天体并合所产生的极微弱的引力
波等。

“参与到国际秒定义变更中，对国家
而言也意义深远。”常宏说。

2022 年，第二十七届国际计量大
会通过“关于秒的未来重新定义”的决
议——利用光钟实现时间单位秒的重
新定义。该决议计划在 2026 年国际计
量大会上提出关于秒的重新定义的建
议，并在 2030 年第二十九届国际计量
大会上做出最终决定。

“我国需要让更多自己研制的光钟
参与到这一工作中，在未来时间单位秒
定义变更时确保我国有更多的话语权，
维护国家权益。”常宏说。

“我国一直在进行光钟的研究，是为
了能够在秒定义的过程中作出贡献，推
动科学的发展，并且在未来独立自主地
复现秒定义，这一工作不仅体现了我国
较高的科研水平，还能够长期、自主地
保持中国标准时间的准确、稳定。”林弋
戈说。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重新定义秒，锶光钟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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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黄维垣的主要研究方向经历了多次转变，每一次的转变
都与时代环境、国家需要密不可分。他说：“看到祖国氟化学事业后继有人，是我一生最大
的欣慰。”

2022年12月15日是黄维垣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黄维垣在上海有机所办公室阅读文献黄维垣在上海有机所办公室阅读文献

19801980 年年，，黄维垣为课题组人员讲解化学反应原理黄维垣为课题组人员讲解化学反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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