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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北京冬奥会，我创作的
《奥运之光》画集在浙江人民美术出
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了。画集收录了30多幅奥运题
材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我近两年来
所创作，包括两幅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的画像。

还记得是在 2019 年 9 月的一
天，当日的北京秋高气爽、晴空万
里。我应邀到巴赫下榻的酒店，为
巴赫画像。而在此之前，我曾查阅巴
赫的相关介绍，对巴赫的“奥运履
历”有了一些了解。他曾代表德国获
得奥运会击剑冠军，2013年当选为第
九任国际奥委会主席，2020年再次当
选第十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为奥运活
动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

在其下榻酒店20层的一间房间
客厅里，我们经过简单的对谈后，
我开始为他画像。在开始画像前，
巴赫客气地对我说，“要我坐哪里，
怎么坐，都由您来定。”我便选了一
把转椅，请巴赫坐下，这样有便于
我调整较好的创作视角。巴赫个子
不算高大，身板却很结实，肩膀宽
阔，金丝眼镜下，目光炯炯，言谈
爽朗又富有幽默感，显得活力四射。

我同时拿起两支笔，一支画粗
线，一支画细线，力图将我所感受
到的巴赫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塑造出
来。不久后，我完成了两幅不同角
度的巴赫画像。巴赫对画像很满

意，称赞我是“艺术大家”“真正的
奥林匹克艺术家”，并真诚地邀请我
访问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洛桑。
我请巴赫在画作上题字，他高兴地
手握中国毛笔，用英文在两幅画作
上都题写了“奥林匹克精神永存”。
根据巴赫的题词，我创作的四米同
名长卷，也收录在画集中。

巴赫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特别
友好。这几年的春季，我们常能在电
视上看到，巴赫系着红围巾，有时还
会手持福字，向中国人民拜年。在不
久前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巴赫还
用中文说，新春快乐，虎年大吉。他还
说，谢谢你们，中国朋友。全场观众给
予他热烈的回应。

我为巴赫画像时的2019年，正逢
顾拜旦创立国际奥委会125周年，在
奥林匹克史上可以说是重要的节点。
巴赫看到中国有大量体育设施正在兴
建，随处可见人们对北京冬奥会的关
注与支持。他颇有感慨地说，全世界
人民的目光都注视着中国——2022年
冬奥会的主办国，国际奥委会也期望
与中国人民加深友谊。体育与文化不
分家，顾拜旦先生提倡体育与艺术精
神的融合，成为奥林匹克价值观。我
有感而发，在当年创作了《顾拜旦画
像》，并捐赠给国际奥委会，也一并收
录于画集中。

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
虐，但依然抵挡不住奥林匹克人的脚
步。我创作《荣耀与突破》，展现了在
抗疫中奥运仍充满活力。去年东京奥
运会期间，巴赫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将
奥林匹克格言变为“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在原来“更快、更高、
更强”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团结”三
个字，强调了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友
谊，是对奥运精神的弘扬。我为此创
作了《五环迎朝阳》。中国美术学院教
授卢炘在为画集所作序言中，称“奥
运精神拯救人性”。

在收录的作品中，《燃烧的雪花》
画了黄白黑三种人一起滑冰，《跳高并
列双冠军》《奥运天地对话》都是强调

“更团结”。画集封面《冰与火炫彩耀
环宇》，塑造了单板滑雪火炬手举着北

京冬奥会的火炬，在月光下翻腾，如
宇宙间一颗明亮的星辰，寓意正如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为画集所作序
的名字：用中国传统艺术点亮奥运精
神的火炬。

这几天，我专门创作了《相约北
京》，表现巴赫与装扮成熊猫的中国小
朋友互动的感人场景。我还创作了武
大靖、谷爱凌、苏翊鸣、中国女子冰
球队门将周嘉鹰等奥运健儿形象的画
作。比如谷爱凌获得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冠军时，巴赫特向她表示祝贺，我
就此创作了《凌空绽放——北京妞谷
爱凌》。这些画作虽未收入画集，但将
参展《李延声动感水墨奥运画展》，相
信一定会为观众留下美好的记忆。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
我专门创作了 《拥抱地球村》。2022
年的春天，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冬奥与春节的喜悦相互交
织，我创作了《一起向未来》。不管是
北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冬奥会，都牵动
着我的艺术灵感与神经，也为我的创
作开拓了一个新题材——奥运题材。
如今具有代表性的奥运题材画作已结
集出版，但我的奥运题材美术创作之
旅，仍在继续。我相信，奥运会不仅
是体育的盛会，也是艺术的盛会。冬
奥燃起冰雪热，冬奥也将飞扬美育风。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原艺
委会主任）

冬奥飞扬美育风
——《奥运之光》画集出版的几点感想

李延声

2021年，从年初到岁末，《觉醒年
代》引发多层面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反
响和热评。“觉醒”已然成为贯穿全年
的热词。100多年前，一群觉醒了的中
国人，自觉成为为了劳苦大众的自由解
放而激昂奋起的革命者，成为深邃思考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10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作为得到了
广泛认知，历史因此而对接、呼应，百
年历史融为一个整体，让昨天的历史成
为今天的起点，穿越百年艰苦岁月，薪
火相传中达成高度认同、理解、感佩、
感动。

这就是一部文艺作品不可替代的作
用，荧幕里的形象成为当代生活的一部
分。新年到来之际，《觉醒年代》再续
热点，龙平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觉
醒年代》与读者见面了。

小说再现了历史巨变前夜的思想萌
动。作品以全新的历史视野，回溯100
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现代性变
革，塑造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为灾难深
重的中国寻找出路而艰辛探索的人物形
象，展现了现代以来最早的觉醒者如蔡
元培、鲁迅、胡适等知识分子为唤醒民
众觉悟所做的文化探索、学术研究，以
及文学创作上的努力，表现了这一群体
在思想、文化和现实斗争中的不懈奋斗
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品格。

小说敏锐、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转型
时期的关键词。翻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
史，“觉醒”二字出现频率很高。最早的觉
醒者追求的不是自救，不是以逃离的方
式去寻求个人的安逸，而是要通过苦苦
求学获得知识和真理，探求民族解放的
路径。他们是革命者，也是牺牲者，他们
勇敢无畏，同时又不乏自我冲突和相互
间的矛盾。龙平平依靠深厚的学养、精深
的研究、精巧的构思，敏锐地、精准地抓
住“觉醒”这个关键词，用以概括历史转
型期的思想萌动，展开一幅新旧观念、中
外文化在激烈碰撞中引发的社会巨变。

小说紧紧围绕影响历史的人物展开
叙事。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文
化变迁、社会变革、军事斗争融为一
体，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溯百年前的历
史，既做整体观照，又为具体人物确定
相应位置，既非简单按人物后来的政治
地位定位，也决不跟风去做“民国范
儿”的逸闻趣事表达。小说中的几个主
要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
迅、胡适，观念互有差异，观点时有冲
突，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
为黑暗中的旧中国寻找新路，都具有强
烈的文化担当和浓烈的家国情怀。即使
是旧文化的抱残守缺者如辜鸿铭、刘师
培、黄侃等人，他们的顽固里也一样被
活画出一副“忘我”的固执。这种新旧
两个阵营的斗争、同一阵营里的冲突、
个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在小说里穿行交
织，将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中国文化阵
痛描绘得淋漓尽致。

小说展开了一幅丰富立体的社会生
活图景。作为一部纪实色彩鲜明的长篇
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为
读者还原了复杂多重、纷繁不定的历史
真实。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割据混战，
五四大游行的鲜活情景，都写得活色生
香。尤其是对火烧赵家楼的充满戏剧性
的场面描写，是我个人读到的对这一历
史事件最富感性色彩和细节化的描述，
令人过目难忘。这种将纪实性、戏剧性、
小说性融为一体的写法，源自作者对史
实的熟稔、情感的投入和技巧的成熟。小
说还写出了流水般的生活，在人间烟火
中突显时代风云。作品没有津津乐道于
几个文化人物的高谈阔论，而是通过大
量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展开广阔的人
生场景和社会生活图景。赵纫兰之于李
大钊，高君曼之于陈独秀，江冬秀之于胡
适，以及虚构的青年女性柳眉之于陈延
年，这些女性无论出身、年龄、文化程度、
社会斗争参与程度有多大的差异，却无
一不成为观照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有效
视角。她们的觉醒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体
现出或清晰或朦胧的大义与担当。小说
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不懈追求理想以
及鲜明直率的性格描写，陈氏父子由激
烈冲突最后达成同向同行的叙述，反派
人物张丰载等的塑造，都强化了小说的
故事性和动感强度。

小说在宏阔的描写中彰显出鲜明的
时代主题。《觉醒年代》引起广泛社会影

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作品通过历史画卷
的生动描绘和形象展现，推出真正的筋骨
和宏大的主题：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
然，以及在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的充分
准备。作品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一场场针锋相对
的矛盾冲突，引人深入、启人思智。小说中
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学术、创作，都与深切
的家国情怀密切关联，他们的爱情、亲情、
友情选择，都与大的时代风云有着内在联
系。作品融思想魅力、文化魅力、艺术魅力
于一体，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与生动
的艺术描绘相结合，产生出具有冲击力、震
撼力、感染力的审美力量。鲜明的主题贯穿
于作品始终，人物的主次层级，故事的详略
铺陈，戏剧化情节的开合收放，均在这一主
题框架下得以选择。作品不乏各种主题变
奏和故事插曲，也不无大小情节的枝蔓丛
生，众多人物在其间穿梭、交叉，读者却可
以获得一种整体观，错落却有致。归其原
因，正是因为鲜明的主题笼罩其中，成为支
撑所有人物故事的筋骨。我们从这些人物
身上读到一种高远的境界与情怀：实现民
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最大梦想。
一大批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都把自己
毕生的精力、心力投入到这一梦想的追寻
当中。从痛感国家落后到为唤醒民众觉悟
而呐喊奔走，从《新青年》的创办到实现组
织建党，一切从涓涓细流而来，汇聚成磅
礴的精神力量。

《觉醒年代》是感受青春热情、感悟
责任担当、接续奋斗力量的激情之作，其
中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深入探究和总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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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纪之交，因各种机缘巧
合，我成了一名体育记者。

以当时我有限的认知，体育就是
吃青春饭的，30岁对体育记者绝对属
高龄（入行后才知道，西方中老年体
育记者比比皆是）。我想，我的许多同
事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对
我去“搞体育”，充满疑问。

无论如何，我还是毅然决然地
去“搞体育”了，且一“搞”就是
16年。这期间有幸现场采访了3届
夏季奥运会、两届冬奥会、3届亚运
会、3届田径世锦赛、3届乒乓球世
锦赛等。直到 2016 年因为组织需
要，才调离体育部，但也没有完全
离开体育，因为这5年，我依然是
《工人日报》体育专刊“声音”栏目
的撰稿人，让我多年以后，感觉似
乎依然在做着自己的体育记者梦。

是的，我有一个体育记者梦。
这个梦，或许在少年时就开始

了。在直播体育比赛的黑白电视机
前，在父兄的感染下，在与同学的
快乐游戏中，这个梦一点点地在生
根、发芽。而当我以为自己此生可
能无缘体育记者时，2000年的最后
一周，机会突然出现了，我当然要
珍惜它，30岁算什么？抓住当下的
时光，干自己热爱的事情，比什么
都重要。

是热爱，让我成为一名体育记
者；是热爱，让我写出那么多和体

育有关的文字，且至今乐此不疲。
许多人都以为做体育记者，到

处跑来跑去，还能免费看比赛，近
距离接触明星，一定是热闹而风光
的。殊不知，体育记者居无定所，
饮食无常，走路狂奔，打字飞快。
他们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一类
最像记者的记者，热闹的只是表
象，风光根本无从谈起，忙碌和辛
苦倒是真的。

我的一位同事曾在一次综合性
大赛中，客串了一把体育记者，结
果他回来后最大的感受是：以后一
定要善待体育记者，因为他们太不
容易了。诚哉斯言！

要我说，体育记者的内心其实
是寂寞的，当比赛落幕、曲终人散
时，他们想到自己要写的稿件，内
心不只有焦虑，一定还有寂寞。

或许，所有用心用力去写作的
人都是寂寞的，写作本来就是一件
寂寞的事，但如果我们足够热爱，
我们就能忍受、抵抗甚至享受这种
寂寞。

这，也是本书书名 《以热爱抵
抗寂寞》的由来。

回顾近20年的体育记者生涯，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正好
亲历了本世纪中国体育发展的进
程：从辉煌的“姚刘李”时代，到
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从悉尼奥
运会中国军团首次进入前三，到

“后北京奥运时代”的全民健身热潮；
从国内职业联赛的发展到体育产业的
壮大；从国民日渐成熟的体育观到体
育教育的蔚然成风……所有这些改
变，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既是亲历
者、见证者，也是记录者、思考者，
同时也是参与者、建设者。能够与这
么一个不可复制的伟大时代同行，与
有荣焉。

我当然也深知，与那些资深的专业
体育媒体人相比，我的记者履历不值一
提，我写下的文字或许在专业上还有诸
多欠缺，但它们之所以时不时也得到一
些积极的回响，收获一些让我感到虚荣
的赞美，我想大概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我时刻遵从自己的内
心，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卖弄、不虚

饰，不掉书袋、不哗众取宠。曾有一
位年轻读者说我的文字“温情而质
朴”，我欣慰于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二是因为，我的写作始终关注体
育活动的主体——人。人，是体育活
动中最生动、最丰富的因素。我当然
也讲某些道理，探索某些普遍的规律
性的东西，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人在体
育人生中的挣扎、奋斗，他们的喜怒
哀乐、成长和收获，当然也包括失落
和伤痛。我是那么热衷于去书写体育
活动中的个体，以至于我感觉这几年
我写的所谓评论都不像评论了——那
或许是因为我投入太多感情了吧，但
谁又能说，写评论就不应该投入感情
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爱我
所爱，听从我心，写我所见所思，如
此而已。我根本没有去写一部本世纪
体育史的野心，但当我翻阅自己过往
的作品，尤其是把它们串在一起来阅
读时，我仿佛可以听到本世纪以降的
时代足音，由远而近，如此清晰。我
希望有心的读者诸君，也能听到，并
有所会心，有所发现，有所启发。倘
能如此，那一定是我的莫大荣幸。

据说，新闻作品都是速朽品，体
育评论之类想来也是，这多少让人有
些沮丧，但一切还都是交给时间和读
者吧。

（作者系工人日报社会文化新闻部
主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秘书长）

我的体育记者梦
刘颖余

《觉醒年代》

《奥运之光》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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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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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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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界艺界艺界 有声有声

《古文大家趣谈》
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发行。该书是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孙中原撰写“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系列读
物”丛书十五种之一。

《四 库 全 书》集
部，收入古文大家的
诗文集，是古典文学
的原生态作品，含楚
辞、别集、总集、诗文
评与词曲五大类。《古
文大家趣谈》共分五

章，趣谈《四库全书》集部古文大家的经典作品，突显
名言警句、精彩片段、人物故事、人文知识与民族精
神心理等闪光亮点。该书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有助
于领略体味古文大家名著的神韵。 （郭海瑾）

《古文大家趣谈》：
趣谈《四库全书》集部经典作品

108 岁的老作家马识途
的忆人散文集 《那样的时
代，那样的人》近日由人民
出版社推出。

马识途是革命前辈、文
坛名家，经历传奇、交游广
阔。在这本“朝花夕拾”的
书里，他用饱蘸感情、是非
分明的文字，为他一生中遇
到的难忘的人，如鲁迅、郭
沫若、周扬、巴金、冰心、
夏衍、曹禺、闻一多、吴
宓、吴祖光、汪曾祺、周有
光、李劼人、何其芳、沙

汀、艾芜等文人，袁永熙、罗广斌、黎强、舒赛等友
人，齐亮、刘惠馨、王放等亲人，高奇才、大老陈等凡
人，以及飞虎队员帕斯特、贝尔等洋人，留下了一幅幅
或浓或淡的精彩的画像。 （谢颖）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为文坛名家留下精彩画像

日前，中
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出
版发行“九神
鹿绘本馆”系
列之《中国》。

该 书 为
《一 条 大 河》
的姊妹篇。该
书让孩子从茫
茫的宇宙里，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中国这片土地。绘
本《中国》展示了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
地理风光，还展示了中国从古到今、从今天到
未来的坎坷与辉煌；不仅展现了中国高速发展
的经济与科技，还讲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精
神、情感内核。该书作者于大武，中国第一代
绘本作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张丽）

《中国》：
让孩子在历史长河中认识中国

2月 4日，随着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开幕，遍布北京 15 个区的
16个冬奥文化广场正式运营。

记者从北京文旅局了解到，冬奥文
化广场是赛时城市文化活动的重要内
容，在冬奥组委及北京市冬奥城市文化
活动组办公室(市文化和旅游局） 指导
下，北京全市共建设石景山区广宁街道
冬奥社区文化健身广场、延庆区北京八
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文化广场、朝阳区奥
森棋园文化广场、海淀区海淀公园露天
文化广场等16个冬奥文化广场。

冬奥文化广场设置中心舞台、冰雪
体验区、科技体验区、应急服务区，为
市民们准备了丰盛的“文化大餐”，其

中，文艺演出活动包括广场舞、戏曲、合
唱、武术、舞狮等形式，总计达 1008 场。
如延庆区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
区之一，延庆区冬奥文化广场也成为市民
游客感受冬奥氛围、体验冰雪运动、了解
冬奥知识、观看比赛转播的“冬奥网红打
卡地”。在运动体验区，冰蹴球、冰壶球
等免费体验活动让观众与冰雪运动来个亲
密接触，感受健康生活理念，而长 19.2
米、高 10.72 米的 4k 大屏让观众可以清楚
地看到奥运赛事直播画面的每一个细节。

冬奥会激战正酣，这里成为传播传统
文化、展现冰雪运动的窗口，让市民不断
获得冬奥新体验，喜庆冬奥、共享冬奥。

（谢颖）

北京16个冬奥文化广场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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