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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陈鼓应先生著述的 《老子今注今译 （普及本）》 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陈鼓应先生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研究 《老

子》，于耄耋之年致力于 《老子》 普及工作，本书汇聚了他近 60 年

的研究心得。作为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普及读物，这本“大家

小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为此，人民政协报记者专

门采访了陈鼓应先生。

谈文谈文谈文 论艺论艺

时讯时讯时讯 集萃集萃

8月23日，北京人艺新排版《日出》举办媒体见
面会，导演冯远征，携主演于震、陆璐、杨明鑫、雷
佳等亮相媒体。全新阵容，全新演绎，新版《日出》
将于9月2日晚在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
心开启首场演出，迎接首都观众。北京人艺历史上，
曾有过四版对《日出》的演绎，再次将这部家喻户晓
的作品进行新排并用来启幕新剧场，因为它不仅是曹
禺先生的代表作，还曾是20世纪50年代首都剧场建
成后的开幕大戏。为向人艺老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
先生致敬，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内的主剧场命名为曹禺
剧场。这次新版《日出》将为观众带来不少意料之外
的惊喜。“新鲜的不只是舞台上的形式，更多体现在
内容上。我们力争忠实原著、挖掘原著，再进行现代
感的表达，让年轻一代观众更容易有共鸣。”全国政
协委员，导演冯远征介绍。该剧将于8月24日正式
开票，9月2日至9月9日演出7场。

（杨雪）

北京人艺推出新版《日出》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在激流中
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美术精品
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该展览也是文化和
旅游部2021年度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
季项目、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
展览分为3个篇章：“黄河之水天上来”“黄
河的时代风貌”“黄河之魂铸精神”，共展出
中国美术馆藏104位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摄影、水彩、漆画、连
环画、素描、宣传画等共131件作品。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
主席吴为山认为，中国美术馆精心策划此次
展览，展示了抗战以来几代美术家创作的黄
河主题的经典美术作品，是向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献礼。

（张丽）

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美术精品展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 8月2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家协

会共同主办“第二届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展暨中国国
家博物馆第二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展示了近270件/组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的优秀工艺美术新作，
以及部分知名艺术家的特邀作品。展览分为“才‘雕’
秀出”“千‘漆’百趣”“细‘织’入微”“绚‘璃’多彩”“尽
善‘金’美”“赏心乐‘饰’”六个部分，展示当代工艺美
术的新工艺、新技法、新材料、新创意、新作品，彰显
手工“匠心匠理”，以及具有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的
优秀创作成果。艺术家们自厚重历史中汲取灵感，以
创新手法加以诠释，尝试用现代的语言与历史“对
话”，在碰撞与交融中让古老的符码焕发新的内涵，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美人在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最新尝试
和探索。

（谢颖）

国博新展“知者创物”启幕

潜心学术研究的大家学者

《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老
庄新论》《庄子人性论》《道家的人文精
神》……说起这些畅销多年的经典学术著
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作者——陈鼓应。

“其实，《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
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之后
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
的《庄子今注今译》。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
术路程的一条主线。”说起自己学术生涯的
开始，86岁高龄的陈鼓应依然清晰地记
得。

从20世纪60年代初，陈鼓应就开始
了他的学术研究。他曾说，“我一生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校园，给了陈
鼓应先生潜心学术的良好环境。不管是在
台湾大学，还是退休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他
的研究从未停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
考从未停止。

“《老子今注今译（普及本）》一出，先生
最近的安排多了一些。很担心他身体吃不
消，但先生的精神很好。”在记者走进陈鼓
应先生的寓所、甫一坐定，便先跟陈先生的
学生兼助手聊了起来。

“在校园里，学生们都称先生为‘学习
标兵’。”

“先生最近又在研究《易经》，间歇接受
一些采访。”

比起上一次的到访，陈先生家中唯一
的变化是书又增多了，有他自己的新著，也
有他研究所用的文献。

“中华书局出了一套《陈鼓应著作集》，
共20本，现在还有一本正在编校。”陈先生
从里屋走出，手中拿着一本《老子今注今译
（普及本）》和一本厚厚的笔记——归纳整
理的研究资料，并邀请记者走到书柜旁，聆
听各书的“由来”及著述经过。

“如果老子和庄子相比，你更喜欢谁？”
先生突然发问，颇有童趣。待听得记者的答
案后，先生笑了，“原来我们都一样。”“我
们”中也包括一直在旁倾听的助手。“一会
儿结束了我要送你几本”，这也成了记者的
期待。

亲切随和中不失端庄，严谨认真中不
乏童趣；语言不徐不疾，心情不急不躁；感
情真挚乃时时泛泪，思想立于当下又悠游
于现实之外……眼前这位著述等身、享誉
国内外的学问大家，让记者印象深刻。

耄耋之年从书斋走向大众

“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
‘古籍今注今译’系列丛书，我应邀编写其
中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两
书。1970年完成《老子注译及评介》，后以
《老子今注今译》为名出版。”陈鼓应先生从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对象从尼
采过渡到了老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
注今译》也成为研习老庄的重要读本，行销
几十年。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素心学问的陈鼓
应接受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的邀请，为“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丛书
重新著述《老子今注今译》。“不同于之前版
本的《老子今注今译》，这本书是写给中学
生和初学者的普及读本。”

说起做普及读物的经历，陈先生表示，
在此之前，借着香港中华书局“新视野中华
经典文库”的出版契机，就曾于2012年在
北京师范大学蒋丽梅副教授的协助下，完
成了《〈老子〉导读与译注》。“那是我第一次
进行《老子》注译的普及。这次的修订是在
那一稿的基础上的第二稿，先后由台湾中
国文化大学陈佩君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许瑞娟博士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北方
工业大学讲师苗玥协助完成。”耄耋之岁从
书斋走向大众，不仅需要情怀，还需要较多
的精力，有这些青年学者的协助，陈先生对
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了信心和动力。“今
后，我计划陆续完成《庄子》《易经》《易传》
等的修订普及工作，更多地引领读者进入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世界。”

谈到对普及工作的情怀，陈先生说，“我
的童年生活和家庭影响，让我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普及充满信心，并坚定地做下去。”

陈鼓应先生出生于福建漳州，年幼时
被父母送到长汀县乡下生活。福建省很重
视传统教育，在他的记忆中，所就读的小学
里，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和一些诗词歌赋，

“老师教《论语》，是摇头晃脑吟唱出来的。”
说到这里，陈先生现场也吟唱起来，声音宛
转悠扬，《论语》中的章节在他的口中变成
了一首抑扬顿挫的歌曲。“我们小孩子就是
这样学过来的。”

多年来，陈鼓应一家定居于美国，只有

他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我的孙子、外
孙都出生于美国，说的都是英语，但我夫人
会经常要求他们背诵《道德经》；也会问他
们，爷爷是做什么的？长孙总是回答：

‘Grandpa is always reading！’于
是夫人就开始抱怨，说我每次回去还是埋
头读书，不跟孩子们玩儿。夫人便要求，以
后每次回去都要跟孩子们讲中国的故事，
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之后，“孩子们每次
出门，坐在车上都会要求听‘道可道，非常
道’。我的夫人就告诉我，你研究了这么多
年的老庄，应该多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

于是，在接受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发展中心邀请的这一机缘下，便有了这
本普及本的《老子今注今译》。

本书除前言和《老子》导读之外，依《老
子》篇章分为81章，每一章包括导读、原
文、注释、译文、点评五个部分，对《老子》进
行注译和解读。“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
在点评部分，我引用、评介了大量古今中外
学者们的观点，以此拓宽读者们的视野。”
陈先生对《老子今注今译（普及本）》排篇布
局及内容作了解释。

畅游于老子思想之外

“道可道，非常道。”作为将道提升为形
而上学地位的老子，认为一切万物皆由道
所出，甚至连天地都由道而来。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形而上之道的
概念和理论的哲学家。他认为，一切形而
下的事物都有名字，都可以命名；但除了
可以命名的之外，还有超乎形象的形而
上存在。这形而上的存在就是现象界万
物之所由来，称之为道。”陈鼓应先生进
一步强调《老子》的思想内涵。

对于现象（实）世界，陈先生表示，他
有自己的时代感，有自己的社会关怀，这
与他个人成长是分不开的。但是，当他作
为一个学者、从研究的角度看世界，又有
一种“地球村”的感觉，再由此去理解儒
道汇通、儒道互补，则大有裨益。

“以前我关注尼采、庄子，对现实的
‘冲创感’很强，这每每会让我想到老子。
《吕氏春秋·不二》中指出：‘老聃贵柔，孔
子贵仁’，把儒道学派的核心思想通过

‘柔’和‘仁’做了对比。”在《老子》中，
“柔”字共有11处，陈先生一一对“柔”进
行了解析，他认为，“柔”不仅是一种人格
形态，还是一种独特的精神面貌，凝聚着
中华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老子倡导以
柔弱胜刚强，“柔弱”是“无为”的一种表
述，是鉴于人类行为、统治者治国过程中
不能有失柔弱。可见，“柔”与修身、治国
息息相关。

说到“柔”，自然会联想到“母”。在
《老子》中，“母”字共有 7 处。“老子把
‘母’放到很高的位置。”陈先生说，老子
的“母”，即道，就是要人从万象中去追索
根源、去把握法则，但现实中的人怎样才
能把握住人间之道呢？那就得修身养性、
修身养德，培蓄能量，厚藏根基，不断充
实生命力。

《老子》中，更是有很多章节与修身
相关。《老子·十章》中：“专气致柔，能如
婴儿乎？”就是说，结聚精气以致柔顺，保
持住人始生时候柔弱的状态。《老子·五
十九章》中：“治人事天，莫若啬。”则是
说，治理国家、养护身心，没有比爱惜精
力更重要的了。这又与《礼记·大学》中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贯通。
从“道”到“柔”，再到修身、治国，然

后回到“道”……陈鼓应先生以简洁晓畅
的解析和澄明清晰的思路畅游于老子思
想之中、又之外，生发于现实又回归到现
实。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思
想力量、文化力量。

老子的文化随想
——陈鼓应先生谈《老子今注今译（普及本）》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走进中国美术馆一层展厅，黄宾
虹、陈半丁、郭沫若、徐悲鸿、傅抱石、李
可染、赵朴初、赖少其、吴冠中、启功、黄
永玉、靳尚谊、吴为山等120位名家的
经典力作映入眼帘。这些作品的作者，
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全国政协
委员——从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到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都有作品参展。

在这里，由全国政协书画室和中
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同心协力写丹
青——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
委员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参展作品
包含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漫画、

书法等多种艺术门类，展现了历届政
协委员和各族各界群众坚定不移、同
心协力建设祖国的家国情怀，也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生动
景象。就此，《人民政协报》记者对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进
行了采访，请他结合自己的艺术创作
及思考，讲述办展初衷以及书画界政
协委员作品的精神内涵。

用笔和塑刀书写家国情怀

作为国家最高美术殿堂，中国美
术馆珍藏有12万多件艺术品，其中不
少出自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之手。此
次参展作品有200余件，分为家国之
情、人民之爱、河山之美、文化之魂四
个篇章，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
时期的伟大实践。

“书画界政协委员为时代立碑，在
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歌颂党、歌颂人
民、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歌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可谓见证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
程。”吴为山表示。

在中国美术馆圆厅的正中央，悬
挂着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傅抱石的
《待细把江山图画》等山水画，尽显祖国
“江山如此多娇”。吴为山介绍说，“从这
些山水画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重大突破——新中
国成立以前山水画多表现诗情画意、自

然风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更多通过山
水画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广大文
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艺所
进行的创作，正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具体表现。”

“比如，20世纪 60年代，傅抱石
带领江苏国画院的一批画家重走长征
路。在他们的笔下，祖国的山水呈现出
一种新气象，即把对人民生活的体验、
对时代精神的感受，融入鲜活的艺术
创作中。傅抱石的笔墨不囿于古人的
笔墨程式，而是时代激荡下，继承优秀
传统的一种新创作，这是非常了不起

的。”吴为山解析傅抱石《待细把江山
图画》等作品时说。

吴为山认为，20世纪中国美术有两
个重要主题：一是民族救亡，一是中西合
璧。前者表现了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儿
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
仇敌忾，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到独立与
解放；后者则是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西
方现代艺术与中国艺术相互融会，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创新。“新
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者眼中的客观
对象发生变化，主观审美也产生变化，一
种无穷的动力在不断推动着他们进行创
作。山水画尽管画的是山水，但已经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
象。人物画作品中常见的才子佳人逐渐
被普通人物所代替……这些变化在政协
委员画家的笔下都有体现。”

徐悲鸿的《奔马》、黄胄的《赶集》、
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靳尚谊
的《塔吉克新娘》……在吴为山看来，
这些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表
现了百年来中华儿女在革命时期的理
想美与信仰美，在建设时期的意志美
与精神美，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创新美
与担当美，以及在新时代追梦圆梦的
自信美与崇高美；也体现了政协委员
艺术家对生活的热情，对人民的温情，
对国家的深情和对艺术的激情；更彰
显了政协委员艺术家坚定跟党走，以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的创作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发表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
生活、扎根人民蔚然成风。在这里，有不
少委员们到生活中采风写生而创作的作
品，还有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反
映脱贫攻坚、反映生态文明、反映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方面的作品。特别是书画界
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书画室的带领
之下，到边疆地区去，到少数民族地区
去，到贫困地区去，用手中的笔，淋漓尽
致地表现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人
民如何脱贫攻坚，走向小康、过上幸福美
满的生活。吴为山感慨道：“用美术作品
来描绘新时代新气象，描绘人民幸福生
活，表现了政协委员以人民为中心的情
怀。这些作品不仅功底扎实，还有创新理
念，更有浓浓的家国情怀。”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
们奉上书画界政协委员的作品，向伟大、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献礼。”吴为山
谈到策展初衷时表示。

用艺术精品传承红色文化

在展厅里，吴为山所创作的雕塑
《共商国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吸引了诸多观众驻足观看。
作品以参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
表人物为表现对象，重温了1949年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重
大时刻。毛泽东同志站在参会人民代
表中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肝胆相
照、同舟共济、共商国是的光辉新篇。

吴为山已是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
委员。“书画界的委员，不只是画得好，
更要履好职，而履职的一个重要表现
方式就是提案。”在近15年的时间中，
他年均提交三至五件提案，其中有不
少提案都得到了高度重视。

红色题材美术创作，是吴为山长
期关注的话题。他认为，“红色题材文
艺作品是红色文化的展现，承载着红
色历史，铭刻着红色记忆，流淌着红色
血脉，凝结着红色传统，在增进人民的

爱国情怀、培育人民的高尚情操、铸就
人民的创新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
不竭精神动力。”

去年两会期间他提交的《关于加
强红色题材精品创作，并落实到革命
纪念地的提案》，获得了全国政协
2020年度好提案。“革命老区是中国
共产党砥砺前行、带领中华儿女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历史见
证，有着里程碑的作用。我们用艺术手
法来表现革命老区人民、记录革命老
区生活、歌颂革命老区文化，实际上就
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吴为山调研走访过很多革命纪念
地，他深刻认识到，仅仅靠组织文艺工
作者用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老区还不
够，还要倡导文艺工作者将其中具有
高超艺术水准的作品留在革命老区，
放在老区的纪念馆、遗址、故居等，让
更多人看得见、记得住，才能更好地使
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多年来，吴为山也是这样做的。红
色题材雕塑作品，已然成为他创作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从安放在盐城
的1985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周年创作的第一件红色题材雕塑
作品《新四军东进》，到坐落于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
建工程主题雕塑》，到《延安窑洞对》
《千帆竞渡》《百年丰碑》《铁军忠魂》
《共商国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等大型雕塑，再到建党百年
之际矗立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馆的
《旗帜》……36年来，吴为山共创作了
70余件党史题材作品，很多作品都捐
赠给了相关革命纪念地。比如捐赠给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延安窑洞对》，捐
赠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
《陈望道》，捐赠给河南省焦裕禄同志
纪念馆的《焦裕禄》，捐赠给贵州省平
塘县的“中国天眼”基地的《南仁东》，
捐赠给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的《王继
才》等。这些作品中包括了李大钊、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
斯，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涌现出的
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南仁
东、王继才等英雄人物与时代楷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学
习党史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党发展的历
程，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吴为山将
党史学习的心得融入自己雕塑创作
中，今年最新创作出《旗帜》，“它象征
着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伟大历程而意
气风发的气概，象征着 100 年后、
1000年后以至于更遥远的未来，这面
伟大的‘旗帜’依然飘扬。”

▲陈鼓应

为时代立碑
——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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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创作的雕塑《共商国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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