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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
维，必须首先学习毛泽东战略思
想；学习毛泽东战略，必须深度领
悟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意境。

毛泽东是真正的统帅诗人，用
灵魂诠释、用天地设问、用江河作
笔，纵论千古人物，写尽沧海横
流，笑谈沧桑正道。毛泽东一生，
都在中国古诗词这条精神长河里寻
宗 探 源 ， 妙 承 精 华 ， 自 铸 鸿 词 。
毛泽东习读古诗词的华彩雄文，更
是读其中的战略、读其中的哲理、
读其中的政治、读其中的人生观和
历史观。

其一，指点江山之激扬文字

毛泽东诗词中最显著的豪迈之
气、浪漫主义和屈原可谓是一脉相
传。可以说，毛泽东诗词颇得屈原
风范，因此他对屈原诗句信手拈
来，化而用之。

屈原一身傲骨吞下汨罗河，一
杯祭给长天，一杯祭给江月，从此
楚辞可以抚摸人间冷暖，祭出河山
如咽，祭出春秋如歌！

毛泽东把一身傲骨化为指点江
山的激扬文字，与宇宙为友，与大
地谈心，与高山交流，“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此问石破天惊，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
下?”问鼎天下，舍我其谁?荡起冲
天音符，敲碎世间枷锁，粪土当年
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
遏飞舟？

其二，雄关漫道之家国情怀

作为历史上有数的几位浪漫豪
放大诗人，毛泽东对李白的评价非
常高，曾经说：“李白的诗是登峰造
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的艺术
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
杜甫的诗才。”毛泽东一生酷爱李白
的诗歌，可以说读了一生，品了一
生，也用了一生。

李太白把山水月亮装于胸中，
写活红帆白日，青山相对，孤帆一
片，日出天边，将视野引向无限宽
广的天地，看到诗人李白豪放不羁
的胸怀。

毛泽东把山水月亮化为家国情
怀，“西风烈……从头越”，完美展
示了壮阔宏大的战争场景，唤醒战
马，蹄声霜月，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雄关漫道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寥寥几笔尽显词人的气势磅
礴、宽宏胸襟。

其三，千古风流之还看今朝

1995 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来
到江苏沛县参观。她说：“我学会的
第一首诗，是父亲教我的 《大风
歌》。”那是在延安时期，有一天
毛泽东把她抱到马背上，一起在黄
土地上溜达。毛泽东提出要教女儿
背诗，兴致所至地高声吟诵大风
歌。李讷问：“《大风歌》为什么只
有三句？”毛泽东说：“这就叫千古
绝唱嘛。”

刘邦击筑而歌，把楚汉之争饮
于杯中，袖卷长风，惊涛骇浪。《大
风歌》 直抒胸臆，雄豪自放，充满
着一种霸气，也抒发了对国家尚不
安定的担心和惆怅，此为笑看人生
之痛快、之忧患！

毛泽东把击筑而歌化为革命号
角，江山如此多娇，雕刻出千古风
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
思汗是雄才大略的佼佼者，但在文
治文化上还是稍差一点。俱往矣，
携千钧之力，历史巨人高歌一曲，
人民江山还看今朝。

其四，萧瑟秋风之换了人间

毛泽东爱读曹操的诗歌。他曾
经这样称赞曹操的文才：“曹操的文
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
达通脱，应当学习。”在曹操留下的
21首乐府诗中，毛泽东特别推崇的
是他曾手书过的 《步出夏门行·观
沧海》。

曹孟德在碣石上敲打心灵、试
探硬度，让东海流于胸间，引蛟龙
出海。这首 《观沧海》 写秋天的大
海，能够一洗悲秋的感伤情调，写
得沉雄健爽，气象壮阔，这与曹操
的气度、品格乃至美学情趣都是紧
密相关，真为笑看人生之豪迈！

毛泽东东临碣石，吟唱换了人
间 ， 在 碣 石 山 顶 ， 迎 风 观 海 ，
毛泽东的思绪被拉向历史：魏武挥
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仿佛千年前
曹操东临沧海的画面浮现眼前，一
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磅礴遒劲、极具力量感。毛泽东抚
今追昔之际，具有比 《观沧海》 更
鲜明的时代感、更深邃的历史感、
更辽阔的宇宙感和更丰富的美学容
量，道出诗人大海般的宽广视野和
境界。

其五，横空出世之天下大同

毛泽东在诗句中提到陶渊明和
他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千百年
来，“桃花源”已成为人们追求一个
平等社会的符号，然而在封建时
代，那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毛泽东对陶渊明是赞赏的，对陶令
的理想社会也同样有着相同的期
望，同时站在更高的层面告诉我
们，理想的社会干出来的，而不是
消极地等出来的。

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 13 首，
诗中时空不断转换，展现了读 《山
海经》 走进雄奇意境时诗人的内心
世界。与诗人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
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
朋友，诗人在与天地与古今与人与
物的交融中，合奏出宇宙运行中至
高至美的欢乐篇章。此诗貌寓意深
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
宙境界的生命赞歌。

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不
但有思想之雄，更有艺术之美。“横
空出世”四个字，开篇突兀峥嵘而
起，在人不经意间，便把“莽昆
仑”直接耸至眼前，让人惊讶，让
人敬畏。于是有了“千秋功罪，谁
人曾与评说”的之问。这一发问使
词意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大自
然的山，转向山与人的关系；二是
对整个旧时代的判决，提出了对改
造旧世界的责任。“一截遗欧，一截
赠美，一截还东国。”为什么要把巍
巍昆仑“遗欧”“赠美”“还东国”
呢？是为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
凉热”。这就是天下大同的社会，这
或许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早的
诗意吧？纵观全词，隐隐有风雷之
声。一个藏寰宇于胸中的历史巨人
的形象，昂首挺胸走来，他就是千
古统帅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在继承古典诗词民族风
格与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又能得时
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
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形
成千古诗人独具匠心的大战略观：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唯物史
观，“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人民史
观，“雄关漫道真如铁”的中国道路
观，“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战争
观，“茫茫九派流中国”的中国地缘
政治观，“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大无
畏斗争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的革命奋斗观，“人间正道是沧
桑”的中华大一统观，“横空出世，
莽昆仑”的天下大同战略观。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
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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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栉风沐雨，寻求民族解放，走向富强的伟
大百年，有太多可歌可泣可写的题材。适
逢百年庆典，全国出现了现代戏创作的井
喷。在文旅部组织实施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百年百部”创作计划、“百年百部”传统精
品复排计划和“百年百部”小型作品创作
计划“三个一百”的组织安排和影响下，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院团立项主推的新
创剧目不下于150个，各省市县基层剧团
也紧锣密鼓，创作了一大批讴歌本地英模
的现代戏，加上一批被多剧种移植复排的
经典剧目，如《江姐》《党的女儿》《朝阳沟》
等，形成了十分壮观的戏剧创作演出新热
潮，群众的看戏热情也空前高涨。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英雄都是活在
戏曲舞台上的，反映建党百年不同历史时
期党员烈士英模人物的传奇经历、英雄壮
举，塑造崇高，立心铸魂，不仅是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戏曲本体跟着时代
向前推进的意义。而从观众学的角度，戏
曲本体的推进将决定这次井喷的戏是否
能有长久生命力，能否“立得住，留得下，
传得开”，并经过日后舞台演出的反复打
磨，成为未来新百年的经典剧目，而不是
昙花一现的快餐文化……

带着这样的思考，中秋节，我坐上高
铁到北京“追剧”来了！

一船春风载二黄

中秋之夜，大型京剧交响乐套曲《京
城大运河》在国家大剧院拉开了第九届
中国京剧节的大幕，给我带来了意外的
惊喜。音乐是抽象的艺术，京剧是具象的
表演艺术，多年以来，许多艺术家在探索
将这两门截然不同的东西方艺术融合在
一起，出现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交响乐
伴奏《梨花颂》等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
而《京城大运河》却以“二次元”的时代特
色，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二次元”是一个来自动漫、游戏、网
络的概念，20世纪末最先源于日本，后风
行于华语文化圈，特指唯美的虚拟世界。
随着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接
踵而至，上个世纪末出生的人们就成长在

“二次元”文化中，当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渐
渐成为社会主体之后，“二次元”也成为今
天当下审美的特征。这些独生的、受过中
高等教育的、消费型的、习惯碎片化、快餐
文化的新一代观众走进剧场，与我们苦心
孤诣，花费大量心血和资金创作出来的

“主题大于形式”的文艺作品碰撞，“叫好
不叫座”的窘境就会发生，何谈作品的“立
得住、传得开、留得下”？正如明代戏曲理
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指出的那样：“世
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观众群变了，时
代的审美已经随着时代主体人群悄悄变
了，这与主题无关，是审美眼光不同了！

《京城大运河》巧妙地捕捉到了时
代的审美情趣，将京剧、交响乐、合唱、
多媒体等多元化艺术元素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各美其美地架构了一个唯美的
虚拟世界，那里有波光粼粼的大运河，
有南来北往的木帆船；有舟楫吱呀，有
号子震天；有一塔影，有帆樯林立；有疏
浚河流的郭守敬，有梦断红楼的曹雪
芹，更有那汇五方之音乘船而来的大小
徽班破浪前行，他们奉旨进京祝寿演
出，却以一船春风载着二黄，带来南北
文化、满汉文化、宫廷与民间文化的大
交汇大融合，诞生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
傲的国粹——京剧！泱泱运河，脉脉含
情，多么美妙空灵，又多么如诗如画的
审美体验呀！剧场里的青年观众要的不
就是这种感受吗？想要更详细的历史知
识，他们可以在书籍里看在网络上查
询，而这独特的审美体验，只有在剧场
里观看这一场演出才能得到。

在这多种元素架构的时空画卷里，最
令人叫绝的是七位梅花奖演员领衔、各流
派名家的现场演唱。如果说，抽象的音乐
架构了跨越千年的京杭大运河的二次元
时空，那么，各流派京剧名家异彩纷呈的
现场演唱带来了“2.5次元”的冲击效果，
激起现场与时空交错，台下与台上共振的
观赏效果，这种视听体验，带来了不同于
以往的宏大叙事作品给人的艺术感染力，
可谓各美其美。从创作者的角度，很好地
传播了优秀中华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从
观众的角度，接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心灵
大洗礼，达到了美美与共的效果。

《京城大运河》首演于2019年，时逢
建国70周年，于今又经过几轮打磨，还
在大运河流域城市巡演，接受时间和观
众的检验。祝愿它能够久演不衰，越演越
好，成为北京新百年的新经典！

《风华正茂》正青春

临近中秋，国家京剧院的原创现代
京剧《风华正茂》即将上演的微信信息在
朋友圈里爆屏，许多留言直白表达：“想

看毛爷爷唱京戏什么感觉？”“什么时候
能来广州上海演出？”我被这种青春观演
潮带了节奏，赶紧上网购戏票，不料戏票
即将售罄……什么情况啊？京剧《风华正
茂》未演先红了！

在梅兰芳大剧院看完演出，我感到
自己“追剧”追对了，剧中的毛润之已经
成为我心中的青春偶像，他在湖南师范
学院闹学潮时的临危不乱、足智多谋；
他与蔡和森等青年学子千里赴京，到北
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筚路蓝缕；他
们一群穷学生在北京“三眼井”陋室中，
八个人合盖一床被、轮流值班洗衣服的
穷苦；还有，他与老师杨和昌先生的女
公子杨开慧各打一把油纸伞，款款行走
在雨巷中，瞬间认出对方，擦出火花的
震颤；更有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李大钊
先生的先锐思想火花、北大学子澎湃于
五四运动爱国救亡的激情、黑暗势力绞
杀进步力量的血腥、李大钊陈独秀相约
建党的深刻思考、毛润之决定献身共产
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的家国情怀……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全剧犹如一副洋
洋洒洒的巨幅泼墨国画，浓处密不透
风，淡处悠然留白；又如一部交响诗，既
有冲破云霄的震撼，又有长笛solo的凄
婉。它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是京剧的
却又不是套着程式板着面孔说教式的。
唱念做舞、一桌二椅，京剧程式化的“玩
意儿”，《风华正茂》戏里全有，并且是叙
述剧情，塑造人物的戏曲语汇，在剧场
里搅动起青春意识的潜流，让舞台上的
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魅力无限！

起源于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国戏曲，
本质是“剧诗”。《风华正茂》的编导正是
把握住了这一本质，跳出窠臼，没有纠缠
在具体的戏剧事件、戏剧矛盾、戏剧冲
突，而是把笔力集中在一个个意境的营
造和意境中的人物情感抒发上，塑造出
可亲可爱、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丰富
的内心世界，更有着信仰追求的那个时
代的一群人。而诗意化的京剧表演艺术，
又虚实相生，意出象外地再现出了这些
人物的形与神，从而使整部戏跳出了“概
念化”“标签化”的套路，达到“润物细无
声”教化功能和高品质的审美效果。票房
的满座和演出时不时响起的掌声，是观
众对这出戏的认可和喜爱。

百年奋斗之路是腥风血雨的，但那
群从北大红楼走出来的“新青年”永远风
华正茂，永远昭示着激励着一代代青年
人继往开来地走进那支先锋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京剧是古老的，也是风华正茂的，它
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无穷的表现手段，历
史上曾让一代代青年演员实现了青春梦
想，留下了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看了
《风华正茂》，我更有理由相信京剧会在
新百年里涌现出不负时代的好作品。

不一样的《许云峰》

走进长安大戏院时，我心目中的许

云峰，是赵丹在《烈火中永生》中塑造的
电影形象，这个形象鼓舞了我们几代人。
走出剧场时，我满脑子是“谭派”第七代
传人谭正岩在京剧舞台上用高亢圆亮、
刚柔相济的唱腔，文武双全、唱作俱佳的
表演塑造起来的许云峰！同样是睿智的、
有着丰富地下党工作经验的、坚韧不拔，
大义凛然的形象，京剧的谭派的“许云
峰”不仅像当年电影上的“许云峰”一样
让人为其崇高信仰和坚贞不屈而感动，
更觉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北京京剧院拿
出了新一代各流派的大角儿组成最强阵
容，可谓满台生辉。而谭正岩在众星捧月
之下，出色地用谭派艺术的精华，演绎了
不朽的共产党员许云峰。

戏曲是写意的，而近现代生活却是非
常现实的，因此如何将现实生活搬上戏曲
舞台，是戏曲人探索了几十年的课题。写实
的舞台与虚拟的程式化的表演如何融合得
行云流水；手眼身法步如何表现现代人物
的内心；台词如何既生活又有韵律美，并能
打动观众等等这些，都需要演员拿捏得当，
并有功力挥洒自如。饰演许云峰，谭正岩不
仅要完成这些舞台任务，还要在表演中发
挥谭派艺术的神韵，通过饱含人物情感的
唱做念舞，加“乌龙绞柱”“托举跳跃”“吊
毛”“僵尸”等技巧，让观众看到了许云峰在
被捕时的临危不乱、识破敌人诡计时的睿
智沉稳、遭受酷刑时的惨烈挣扎、与小萝卜
头交谈时的慈父情怀、组织狱中斗争的气
魄胆识、拒绝提前越狱时的无私襟怀、高歌
就义时的无畏坦然……层层考验，次次斗
争，回肠荡气，步步戳心！剧场里一次次响
起的掌声，已分不清是在为许云峰点赞还
是在为谭正岩喝彩。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一场戏中，谭
正岩饰演的许云峰得知解放军即将解放
重庆，而他行将就义的一段唱，将观众最
熟悉的谭派名剧《珠帘寨》“哗啦啦打罢
了三通鼓”的腔用了进去，瞬间点燃了台
下观众的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许云峰
在生命即将献给革命时乐观坚定的视野
和心胸，震撼了观众。

谭正岩在守正，守的是许云峰的崇
高信念和理想，守的是谭派艺术的精髓，
行腔高亢圆亮，身段干净、边式、规范、帅
气，唱做并重，文武俱佳。同时他也在创
新，他的表演里有向话剧电影电视等其
他艺术门类借鉴后化为自己的东西。例
如他的眼神，他就很注重眼里有戏，用眼
神说话，在与小萝卜头交谈时，在回忆起
家里的亲人时，他的眼光饱含着爱，面对
敌人时，他的眼光犀利闪着寒光。他像他
的前辈一样，在舞台上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使他塑造的人物光彩照人。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是京剧《许云峰》剧组的追求。真心
希望这出戏能够多演出，并普及到戏迷
票友中去，成为新百年中观众喜闻乐见
的经典剧目。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编剧）

京城“追剧”记
侯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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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这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
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承办的第十届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近日在北京中华世
纪坛开幕。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自 2011 年创
办，至今已历经10年。这是中国历史
上首个通过摄影的方式、艺术的角度，
以农民为主体，聚焦农村、记录农业、
反映农民的影像活动。历届大展共收到
投稿近20万件，其中1500多件优秀作
品入展。

十年一瞬间，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在
不断探索中，逐步完善、充实、发展，
成为广受业界关注的品牌活动。在记录
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展示“三农”工
作的发展成果，推动乡村文化的健康发
展，宣传党和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大展鼓励广大农民摄影朋友，用镜
头记录脱贫攻坚，描绘美丽家乡，定格
幸福生活，庆祝建党百年。希望广大农

民摄影人用文艺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光
影发现平凡与质朴，运用色彩还原美丽
家园，透过镜头讲述农民自己的热忱与
理想。

与以往大展不同，本届大展呈现了
诸多亮点：为进一步提高作品质量，扩
大覆盖地区，大展举办由一年一届改为
两年一届；开幕时间也固定在举办年的
农历秋分，即“中国农民丰收节”；大
展还明确了“观察生活、关注现实”的
纪实风格；本届大展的评委都参与过脱
贫攻坚的摄影报道或者组织工作；尽管
受到疫情影响，大展依然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走进乡村、贴近农民的放映、讲习
所等线下活动。

本届大展自启动征稿以来，经过社
会传播、新媒体推广以及线下讲习活
动，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和从事“三
农”工作摄影人的响应。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作为中国首个聚
焦“三农”发展的品牌展览活动，通过
一幅幅影像跟随时代变迁，记录了中国
农村的巨大变革，展示了“三农”工作
的发展成果，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健康发
展。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也在不断探索中
逐步完善、充实、发展，成为广受业界
关注的品牌活动，起到了宣传党和国家
强农、惠农、富民政策的较好效果。

展览现场，有一幅作品《大苗山里的
第一书记和他（她）的伙伴们》，展示了在

苗山的梯田之上，第一
书记与当地农民们手捧
着丰收的粮食，露出了
灿烂的笑脸。这是本次
参展的作者代表，来自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
治县龙涛所拍摄的作品。龙涛是一名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由
于这个身份，他亲历了大苗山脱贫攻坚
中的发展，也记录了大苗山决胜小康中
的变化。由此《大苗山里的第一书记和他
（她）的伙伴们》入选了第十届全国农民
摄影大展，他讲述了参展背后的故事。

融水，位于云贵高原苗岭山脉桂北
山区，全县198个行政村有贫困村100
多个，贫困户近 3 万户，11 多万人，
是广西和柳州市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为帮助融水摆脱贫困，2012年以
来，各级党组织先后选派300多名优秀
机关党员干部，到融水贫困村担任“第
一书记”，并配备2名公职人员担任扶
贫工作队员驻村扶贫。

2016年3月，龙涛成为一名扶贫工
作队员，和第一书记共同奋战。随着接
触的深入，拍摄第一书记的冲动被激发
了起来。同时，伴随脱贫攻坚力度的增
强，他亲眼看到贫困村正在发生改变：
村里的房子越来越好，村民的穿着越来
越时尚，大家的笑容越来越甜。第一书
记和扶贫工作队员因地制宜发展土鸡、

田螺、食用菌、罗汉果等特色产业，有
效地帮助了群众增收致富。

2020 年初，他决定从产业扶贫入
手，为全县 100 多个贫困村的第一书
记每人拍摄 3 张照片，一是第一书记
的特写，二是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
员在村委会牌子前的合影，三是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员和贫困户带着扶
贫产品的合影。尽管受到疫情、家人
病重等影响，为了讲好苗山故事，他
沉到苗山深处，全身心融入苗家侗寨
生活，完成了 5个乡镇 20多名第一书
记的专题拍摄。

第 10 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征稿
后，龙涛选择了10位第一书记和他的
伙伴们展示扶贫产品的画面投稿，结果
有幸入选。自第七届开始，从事“三
农”工作的摄影人也可以参加农民展，
他已连续4届7件作品入展。

龙涛感慨地说道：现在，乡村振兴
战略已全面实施，农村天地广阔，蕴含
丰富摄影题材。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不断变化的乡村面貌，都值得我们农民
摄影人去关注。

农民镜头下的农民变迁农民镜头下的农民变迁
——记第十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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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京剧院的原创现代京剧《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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