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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兰州中川机场一路向南，高速路
两旁山算不上高峻，也不陡峭，树木矮
小并稀稀落落，到处裸露着褐色山体，
满目的苍凉粗放。车子行驶了大约 3小
时，接我们的朋友说，很快就到临潭地
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果然，穿过一段隧道，渐入一个绿
色世界。山岭叠翠，树木葱茏，草长莺
飞，河水清澈，一派生机勃勃的美丽景
象。

冶力关，是我们到达临潭的第一
站。打开车门，一股新鲜的空气扑面而
来，凉爽、清新、舒朗，真叫一个心旷
神怡。

临潭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
带，是我来到这里掌握的第一个知识
点。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是何以形成
的，都有哪些不同的地理构造、地形特
征和气候特点，我知之甚少。然而，一
路翻山越岭，过河流穿隧道，还是有了
一些对比鲜明的印象。如果那边是粗衣
布衫、张扬豪放、性格外向的壮小伙，
这边就是锦衣华丽、婉约含蓄、浪漫温
柔的美少女。确实有许多不一样的特
点。我想，自然界的事物可能都是这
样，不同的形态和色彩，才会带给人更
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心灵体验。冬与春的
鲜明过渡，沙漠与绿洲的强烈对比，大
海与岸边的日夜拍打，山谷与峰巅的巨
大落差，暗夜与黎明的交替与过渡，等
等。带给人们无穷无尽的联想，更有千
差万别、各具特色的美感享受。

如果不是来到冶力关，如果没有黄
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美丽牵手，临潭怎
么也不可能为我留下如此深刻美好的印
象。正是有了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相
遇和牵手，洮河的奔流不息和千年沧
桑，冶海的深邃碧蓝和波澜不惊，美仁
草原的壮阔无边和遍地牛羊，冶力关的
茂密森林和洁白云朵，才更加异彩纷
呈、无与伦比。

从地理特点和自然环境的角度，临
潭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在
经济、商贸、文化和人员的交流方面，
临潭又是内地与边疆，汉族与藏族，农
区与牧区的交汇点和结合部。临潭历史
上称作洮州，自古成为东进西出、联南
达北的重要通道和进藏门户。历史上，
吐谷浑人、蒙古族人、藏族人等多个少
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繁衍生
息。自从汉唐开始，为了稳固边防、开
疆拓土，统治者不断把中原地区的民众
迁徙到这里。他们带来内地的生产技术
与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和生
活习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这块土
地成了东西融合的交汇点。尤其是始于
宋，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茶马互市，更使
临潭成为一块风水宝地。来自江南、云
贵、川渝的内地商人携带食盐、丝绸、
布匹、茶叶等物品，与赶着牛羊、马
匹，驮着皮革的边疆百姓，到了这个地

方都停了下来。久之，临潭成了一个商品交流交换，人员互通有无的大市
场。可以想象，身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穿梭于牛羊马匹和各
种商品之间，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一边用双方似通非通的语言交流，一
边打着手势讨价还价的热闹场面。每当一笔价钱谈妥，生意成交，便会带
来心满意足或会心一笑。也许相约到街上的酒馆，猜拳行令，开怀畅饮一
番；也许挤在客栈的厅房里，讲讲各自家乡的故事和一路的见闻，或来到
广场看一场赛马表演，然后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

茶马互市，是内地与边疆又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成为临潭一道独特
风景。大规模的深度相遇和牵手到了明代达到高潮。洪武年间，为了防备
外患，垦荒戍边，明将沐英率兵西征来到临潭。他带着大批江淮将士与他
们的眷属在这里修城墙，建堡垒，垦荒种地，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藏族及
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深度融合，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今天，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沐浴着塞外阳光和草原清风，充满江淮气息
的临潭。

与县里的一些机关干部和乡下村民聊天，他们告诉我祖上来自江淮地
区，有的说祖上是南京人，还有的家里族谱记载为安徽六安人。这引起我
这个安徽人的极大兴趣。仔细品味他们的发音，确实有安徽境内淮河两岸
一些语音的余韵，有些称谓和对事物的描述也能在安徽的方言中找到出
处。与当地朋友的交谈中得知，江淮地区的风格特点在临潭人的服装、服
饰、饮食、节庆活动等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有所体现；乃至临潭人的性格
既有彪悍、爽直、豪放的一面，也有精细、敦厚、温顺的特点。尤其临潭
的年轻女性，当地称为尕娘娘，喜欢桃色刺绣和蚕丝绸缎，爱穿绣花鞋，
唱起当地的民歌“花儿”也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一切似乎透着浓浓的
江淮气息。

徜徉于临潭的土地上，让人感觉就是一场美丽的相遇。一望无际的大
草原和连绵不断的庄稼地，既种植着青稞，也有大片的小麦、玉米；漫山
遍野开着格桑花，也随处可见油菜花和百日菊；在平顶石墙、敦实质朴的
藏族房屋不远处，可见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
藏族风格和回族特色的饭馆旁边，江淮人家餐馆的招牌别致而醒目。许多
餐馆既能吃到藏粑、手抓肉，也能吃到扬州炒饭、糯米糍粑、江南脆藕。

临潭作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这里居住着汉、藏、回、蒙
等10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和谐相处，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一派欣
欣向荣。正是自古以来有了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相遇与牵手，西北风与
江淮雨的相遇与牵手，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遇与牵手，使这
块热土别具一格又美不胜收。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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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历冬至开始的节气，古人称每
九天为一“九”，依次名为“一九”、“二
九”……至“九九”，历七八十日，气候转
暖，寒气渐消，迎来春暖花开的艳阳
天。 清代赵翼的《消寒》诗就说“转眼消
寒过九九，春光又到艳阳时。”传唱不衰
的《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就是
指春光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这与”“九九
重阳”分属两个季节，电视台以此冠名重
阳节文艺晚会，是张冠李戴。

“九九重阳”里的“九九”是指农历的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已经是深秋了。以最
近的年份为例，2020年12月21日冬至，
经过八个“九”，自 2021年 3月 3日至 3
月11日为“九九”时间；而“九九重阳”
是2021年10月14日。两个“九九”相隔
六七个月。由于古人认为九是最大的阳
数，九月九“重九”就称“重阳”，是个重要
节日。

如果说“九九艳阳天”是迎春的节
候，那么，“九九重阳”就是惜秋的节令
了。重阳，阳气达到极点。而阳极必变。在
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总是
把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联系在一
起，潮起潮落，花开花谢，都会引发生命
意识的颤动，盛衰的感喟。在阴阳转化之
际，蕴涵着古人深沉的盛衰忧思、生命意
识。重阳蕴涵着如何对待盛与衰的生命
哲学。以什么心态送秋，以什么情调咏重
阳呢？中国文人从悲秋中挣脱出来，抖擞
起精神，强调重阳的另外一面：经历了艳
春和炎夏，到重阳，秋高气爽，天宇朗彻，
犹如上了年纪之人，阅历了人生，神清气
定。面临冉冉将至的肃冬，重阳珍惜生
机，珍惜生命：入冬前再次呈现大自然的
生机，“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这成为主
旋律，在重阳诗词中不断奏出。与此种心
态相融通，强调在人生的征途上继续登
高。在中秋节祈愿“圆”，团圆，圆满；在重

阳节祈愿“高”，百事高，步步高。“高”在
年龄上就是“高龄”“高寿”，与“九”——

“久”，长久，都含有祈寿的意蕴，是老人
的最大心愿。登高之外，红叶、菊花、银杏
金叶和夕阳红也成为重阳诗重要的意
象。“霜叶红于二月花”，“菊残犹有傲霜
枝”，杏叶金辉铺大地，与红叶、黄菊、金
叶共抗寒霜，珍惜夕阳余晖，垂暮前再度
释放生命的辉煌，“莫道桑榆晚，红霞正
满天”。发展至今,请看央视最美夕阳红
主题歌：夕阳无限好，温馨又从容，夕阳
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
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的情和
爱，化作今日的夕阳红。——但愿夕阳无
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重点落到如
何对待人老和老人，从而突出了对家庭
人伦、社会伦理的关注。随着世界人口老
龄化，倡导尊老敬老需要设立老人节，联
合国的做法值得我们体味：它不是把某
强势文化的老人节指定为“世界的”老人
节要各国追随；1982 年第 36 届联合国
大会第 20 号决议提出，建议各成员国
政府自己确定一个日子为自己国家的

“老人节”。尊重各国的不同文化的选
择，从而各国有各国自己文化个性的老
人节，这是成功的范例。1989 年，我国
政府决定以本来就蕴含着惜老敬老内
涵的重阳节为中国敬老节（老人节），使
这一传统佳节又增添了新的内涵。重阳
节被叠加上中华敬老节，这是第一次叠
加，这是发展传统节日和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范例。

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
快。如何做到不仅老有所养，而且老有所
乐，需要全社会献出爱老之心。我国继而
又制定了相关法律：自2013年7月1日
起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二条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2010年

中宣部等中央七部委《关于深化“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说：重阳节应突
出“敬老孝亲的主题”。重阳节第一次叠
加上敬老节,变而成老年节；第二次又叠
加上“孝亲”，加得好！这可以发展出中华
父亲节。古人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
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九
是最大的阳数。“重阳”，不仅“宜于长
久”，而且阳气最盛，所以适宜叠加为父
亲节。这是顺着“孝亲”而来的叠加。犹如

父母各有生日，我们不会把父母的生日
强捏在一起，母亲节另设在体现生生之
大德的春天。中华民族讲究“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从敬自己的老人开始，把爱心
推及敬别人的老人。母亲节敬母兼及父，
重阳节敬父兼及母，从孝敬自家的父母
和老人开始，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参与，
这样，敬老节才不致蹈空。

(作者系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

“九九重阳”不是“九九艳阳”
李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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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
涌现了以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周
信芳、马连良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表演艺
术大师，他们创造的众多经典剧目不仅
展现了京剧鼎盛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
对后世京剧的发展也产生着深远影响。
他们的经典如何成为经典，这些艺术大
师何以养成，是我们探索中国文艺发展
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时代命题所必须
直面回答的问题。

作为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之理论研讨活动，梅兰芳纪念馆、中国
戏曲学院、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
联合主办的“经典·大师——新时代京
剧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
10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来自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
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等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老
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而热
烈的学术交流。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很多人知道
作为艺术大师的梅兰芳，但是作为中国
共产党员的梅兰芳，可能很多人不太了
解。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从梅兰芳
1959年入党谈起，讲述了这位艺术大
师真正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刘祯讲到，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而其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
认识，是从上海解放开始。梅兰芳的妻
子福芝芳在《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
志》中写到，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
放，这一天清晨，梅兰芳就上街了，远
处还可以听到隐隐的枪声，在建国东
路，他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
都睡在马路边。回家后，他称赞共产党
军队纪律好极了。

紧接着梅兰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
新政权的工作，从上海迁往北京居住。
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
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入
党的愿望与他参加革命同时萌生，梅兰
芳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自从一
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在党的极大关
怀和教育之下，使我理清了社会发展的
必然规律。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
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为

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我深深地
受到了感动，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
主义的真理，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
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以极高的热
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担任戏曲
领域许多重要职务，其时他已经50多
岁，此前还有抗战8年的息演，他却始
终活跃在演出的舞台上，到全国各地，
为基层服务，为工人、农民和广大解放
军指战员服务，到抗美援朝前线，到福
建前线，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
他每个档期的演出，不是一天两天，也
不是一场两场，而是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不是以他为招牌，而是以
他为主演。以 1956年演出为例，1月
在北京，2月在南京，3月在泰州、扬
州，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
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
地，9月在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10
月中旬在杭州，11月在南昌，12月在长
沙，1957年1月从长沙又直接到武汉，
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
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
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日本
回国后的这次浙、赣、湘、鄂演出，前
后持续达近4个半月，这时的梅兰芳已
经62岁，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
量。这次演出产生很大影响，福芝芳在
《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中写道，
毛泽东主席见到梅兰芳都询问：“你几时
回来的，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

刘祯认为：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
梅兰芳完成了由一位杰出、爱国的“伶
界大王”向有理想、有信仰和高度文化
自信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一种
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
导密不可分，梅兰芳的视野格局、他的
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确定他找到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
服务，目标是什么。

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以《民族危亡
之时局与梅兰芳对民族气节的弘扬》为
题讲述了梅兰芳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靠演戏谋生的梅兰
芳坚守不以利害义的原则，坚决拒绝为
侵略我国的日本人和汉奸演出，最突出
的事例有二。

一是拒绝为庆贺伪满洲国成立演
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计划在吉

林长春成立以溥仪为傀儡，实由日本侵
略者操控的满洲国，为此派人找到梅兰
芳，动员他在满洲国成立时去长春演几
天戏，许诺戏价“极力从优，安全绝对
保险”。梅兰芳说：“溥仪先生，不过一
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
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
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
家，立于对立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
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

二是广为流播的美谈——1937 年
“七七”事变后，生活在沦陷区的梅兰
芳“蓄须明志”。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梅兰芳异常兴奋，息演8年之
久的他决定立即重新登台，庆祝中国人
民的抗战胜利。

梅兰芳的家国情怀、崇高气节正是
戏曲传统和戏曲精神的生动再现，他以
拒绝为敌伪演出的人生选择和《木兰从
军》《抗金兵》《生死恨》等系列抗战剧
目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可贵的精神，赢得
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除了谈及大师，专家们也探讨了
20世纪京剧经典如何成为经典？京剧
《智取威虎山》，是当年样板戏中第一部
被拍成电影的戏，是第一部确立中西混
编乐队的样板戏，也是刚开始探索运用
主题和特性音调创作，以及之后开始系
统地进行现代戏音乐创作的有关理论和
实践探索的开始。

讲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国戏
曲学院院长尹晓东讲述了该剧是如何通
过一次次的加工修改最终锻造成经典
的。尹晓东说，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
其艺术实践的总结获得启示，推动今天
的创作。

这 部 戏 大 致 经 历 了 四 个 阶 段 ：
1958年创排，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
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7年样板戏汇
演，1970年电影拍摄完成。尹晓东以
为，京剧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它
有巨大的内在潜能。这部戏都是前辈艺
术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京剧艺
术的改革创新。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已
经成为了京剧的第二传统。今天的京剧
发展，应该既保存古典美，又创造现代
美，因为京剧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沿
着这条道路前行的。

而为什么20世纪前叶出现了如此
之多的京剧大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戏剧理论家廖奔认为：是各种
因素，历史、时代、观念和京剧发展共
生互动的结果，他从四个方面来进行了
阐述：

第一，大师们是京剧艺术积累的化
蝶

戏曲史上出了一些重要的演员，从
朱元秀，明清时期的马锦、陈明智，后
来还有比较出名的魏长生、高朗亭，
直到京剧进京后，有出现了同光十三
绝等大师。这与当时的京都文化，尤其
是宫廷文化和慈禧太后等人的重视以及
北京戏园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是在这
种环境的共育下出现的这些国人瞩目的
名角，之后，四大名旦出现。

第二，时代风气变迁的促成
随着晚清戏曲改良和新文化运动产

生了新剧。新剧对戏曲形成了冲击，迫
使京剧改良，四大名旦就是在改良京剧
中应运而的。包括后来成立富连成社，
就是京剧人才培养途径的一种革命。富
连成班成批按行当培养京剧演员的做
法，使各个行当涌现出来一大批大师。
梅兰芳、周信芳当时也都进过富连成
社，马连良、侯喜瑞、裘盛戎等后来形
成了各大流派。

第三，尊重艺术的观念确立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对于戏曲艺术

持尊重态度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
的师生。梅兰芳赴美国、苏联，程砚秋
去欧洲，西方的反馈让京剧信心大增，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了。

第四，对传统艺术的守护
抗战爆发，发现借戏曲来宣传抗战

效果很好。所以一直发展出延安平剧院
的京剧改革，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
府高度推崇传统艺术。20世纪50年代
对京剧和戏曲高度重视，很快就成立
了中国戏曲学院、建立了中国京剧
院，因此推动了戏曲的现代化。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戏曲成为全国瞩目的艺
术，京剧作为集中代表，各行当领军人
物自然成为大师。

20世纪前叶京剧大师的出现，这
种环境可遇不可求。

新的时代，我们依然期待京剧领域
的大师，过去的土壤和条件已不在，我
们不能空谈大师，需要借鉴、反思。当
前更重要的，还是传承。廖奔说。

20世纪京剧艺术大师何以养成
——记“经典•大师——新时代京剧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本报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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