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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独特的精神
符号，一曲一调，流韵千百年。面对
民族音乐数字建设，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歌唱家刘玉婉建议，在用数字
化、智能化的手段保护和传承民族音
乐的同时，将中国民歌、戏曲、曲艺
等资源纳入全民阅读，让中国民族音
乐走近大众，尤其是在青少年一代中
产生良好的共鸣。在更大限度惠及人
民群众的同时，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将优异答卷写在中
国大地上的积极实践。刘玉婉曾提出
筹建中国民族音乐数字文献平台。她
介绍，目前已建立的有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中国记忆”项目、
中国民族音乐数据库三大平台。其
中，“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与整
合，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 等公共文化设施，通过互联
网、广播电视网、无线通信网等载体
进行保存、传播。在民族音乐的数字
化工作方面，该工程广泛整合各类民

乐资源，拥有众多名家经典作品和地方
特色优秀内容，并建设了大量与民乐交
集广泛的、以民族器乐方式演绎的传统
戏曲资源。

同时，刘玉婉建议，持续推动民族
音乐数据库、全国戏曲剧种普查工
作、非遗曲艺记录工作等相关成果的
转化利用，进行“世界的记忆——中
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移动化产品开
发，对已掌握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
转化和开发，让中国民族音乐借助数
字技术“活起来”，将所蕴含的价值内
容与数字技术的新形式新要素结合
好，提升服务效能，发挥好引领示范
作用。

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歌唱家，
刘玉婉一直致力于民族音乐、戏曲、
曲艺的收藏整理工作，至今已有30多
年。她表示，自己会继续弘扬和发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文化创新创
意平台的建设，摸清文化遗产底数，
引导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
明，将继续努力做好中国民族音乐的
公益普及课程和讲座，促进传统文化
资源高效共享。

刘玉婉：将中国民歌、戏曲、曲艺资源纳入全民阅读
本报记者 杨雪

近日，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袁靖的科普考古作品《动物寻古：
在生肖中发现中国》由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此书试图从考古人的角
度去探究十二生肖，重述华夏民族与
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

袁靖介绍，所谓动物考古，就是
研究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归根
到底还是从动物的角度，去研究古人
的历史，去研究古人怎么利用动物，
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
影响。关于这一点，袁靖总结：“动
物离开人类，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
开动物，几乎是寸步难行。”

袁靖表示，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
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
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

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基于长期奔走
在第一线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在该
书中，以“生肖”为主题，将相关的动
物遗存、带动物意象的各种文物所提
供的信息，再结合流传下来的文字、
图像资料，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
处的漫长历史。在写作意图上，袁靖
表示，他在考古过程中看到了动物的
起源与来历，看到了动物对华夏文明
的贡献，也看到了古人的利用行为对动
物演化的影响。他认为这背后是有很多
故事可以说的。

袁靖还科普了考古工作的迷人之
处，他将之提炼为“识骨寻踪”，即通
过骨头去发现动物、古人过往的痕迹。
他表示，在做动物考古的时候，经常要
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搜集和检测骨头。骨
头是动物遗留下来最多的身体组织，它
能够告诉人们很多信息。

袁靖：从考古角度探究十二生肖文化
本报记者 张丽

近日，著名作家王松长篇小说
《热雪》 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
行。《热雪》是入选“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
计划的“乡村四季”第一部《暖夏》
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重点塑造了一系
列以村长赵老柱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村
的新人物，尤其对钟圆圆这个回乡青
年以新思想、新思维开始创业，投入
到“乡村振兴”中的形象刻画尤其生
动，揭示了在农村生产结构转型过程
中，在新与旧、集体与个人、国家大
局与小家利益的冲突中，人们内心的
起伏和变化。

《热雪》以传统的评剧在乡村文化
振兴和建设中的作用，以大农业为发
展方向的乡村生产形式和经济结构的
变化，尤其是集体经济在现代农村经
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线索展开。王
松回忆道，自己在天津宁河县（今宁
河区）挂职三年，听楼下的评戏，也

听了三年。在他看来，中国的戏曲文化
不仅博大精深，也很神奇。这是我们这
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也是
我们应该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的理由。

“一部小说，写作者写它的过程，
其实也是寻找自己真正的、本来的心理
律动的过程。”《热雪》的构思，和《暖
夏》同时，不过，构思到成熟阶段后，
题目还一直没定下来。在一个冬天，当
时还在宁河挂职的王松冒着大雪下乡参
加一个现场会。开进乡路时，看着车窗
外仍在飘着的大雪，田野和沟壑已经平
了，一夜之间，如同在无际的田野上盖
了一床厚厚的被子。插过队、也种过庄
稼王松想，“这样一场大雪，明年开春
小麦返青，长势肯定会很好”，他觉
得，这床巨大的“被子”下面，似乎正
积蓄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于是，这个
《热雪》的题目，也就这样定下来。“可
以这样说，这部小说，是在田野里生长
出来的。”王松说。

王松：从田野里生长
本报记者 谢颖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
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
教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
歌在个体人格塑造与社会秩序构建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张立敏认为，劳动诗词
在历史上的作用，简单地说，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方面：感情抒发、认
识作用 （社会劳动的具体认识和朴
素的劳动情感培养），社会公平与
正义秩序的构建，代代传颂的精神
纽带。对此，张立敏阐述道：

感情抒发。“诗言志”，劳动诗
词是诗人情感的抒写，一方面是劳
动者喜怒哀乐的宣泄与表达，另一
方面也是劳动者、观察者、劳动成
果享用者心声的传达。《弹歌》 不

仅是狩猎的体现，也是狩猎活动的赞
歌，猎人强烈情感的表达。

认识作用。诗歌的认识功能既包
括对社会劳动的具体认识，又蕴含着
朴素的劳动情感培养。孟浩然与老朋
友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不仅增加了劳动知识，更进一步强化
了朴素的劳动情感。

劳动诗词中发出的社会公平与正
义秩序的呼吁，直接有利于促进社会
公平公正秩序的构建。此外，不少劳
动诗歌代代传颂，成为联结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写于西周初年
的诗歌 《七月》，虽然几千年过去了，
今天我们读来，依旧为之陶醉。几千
年来，它陶冶影响了多少华夏儿女，
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

张立敏：劳动诗歌的社会作用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惊闻孙毓敏先生病逝，心情十分
沉痛。参加追悼会回来悲情难抑，近
20年来和毓敏先生交往中的一幕幕
涌上心头。写下几件令我终生难忘的
事，缅怀这位杰出的、可亲可敬的京
剧艺术家、教育家。

孙毓敏说：我要为弘扬荀派艺术
尽忠，我要为我师父荀慧生尽孝。

由于创作 （编剧） 电视连续剧
《荀慧生》，我到北京戏曲学院去找孙
毓敏。说明来意，我把荀慧生大师的
长子荀令香老师写给她的短信交给
她，她看后竟热泪盈眶地说：“‘四
大名旦’就我师父没有留下影视资
料，给我师父拍一部电视剧，让后人
知道荀派艺术是怎么形成的。‘十旦
九荀’的局面是怎么开拓的？对弘扬
国粹太有意义了。我要为弘扬荀派艺
术尽忠，我要为我师父荀慧生尽孝。
你说吧，让我做什么我都义不容
辞！”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她请国家重要领导人题写了片
名；她亲自演唱电视剧的主题歌，拍
戏中需要人给人，需要戏中戏的服装
道具就给服装道具。可以说没有孙毓
敏的无私支持和不懈努力，电视剧
《荀慧生》不可能顺利完成并在央视
播出，更不可能荣获2007年长篇电
视剧飞天奖和2008年的金鹰奖。电
视剧《荀慧生》 的播出，在全国掀
起了一股“荀派热”。2007 年初，
为祝贺这部电视剧的问世，孙毓
敏、刘长瑜、宋长荣率领他们的弟
子，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了名家
荟萃的 《红娘》 全剧和两场荀派折
子戏。这么多老中青艺术家的联袂
演出，实属罕见，三场票很快卖
光，观众十分喜爱，掌声如潮。通
过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和播出，我和
孙毓敏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她还认
我做了弟弟。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
近20年情同手足的友谊。

孙毓敏功成名就，依然谦逊好
学，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

我和毓敏经常通电话，但她“三
句话不离本行”，简单寒暄问候之
后，她的话必定转入她永恒的主题
——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有时谈得
兴之所至，她还会连说带唱，一个电
话能打一个小时。有一次她给我打电
话，张嘴就说：“刘纪宏，我想麻烦
你件事。”

“孙院长，您有事尽管吩咐，何
言麻烦二字？”

“我正给我的几个学生说 《红
娘》，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让你给
我的学生讲讲话剧表演，我觉得我们
京剧演员应该好好地向你们话剧演员
学习。我上学的时候就爱看话剧，尤

其你们话剧演员塑造人物时特别讲究潜
台词的运用，潜台词对我演人物帮助特
别大。我师父荀慧生小时候演过话
剧，专家对荀慧生大师的评价是：‘善
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我在师父身
边五年，师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演
人别演行’，而演人物就要求我每一句
念白、每一句唱都要有丰富的、准确
的内心活动——也就是话剧演员塑造
人物的潜台词。而现在的年轻演员有
好嗓子，有好扮相，缺的就是‘内心
活动’。所以我想请你给我的学生补补
话剧表演课。”

“院长，别的事儿我都能答应，唯
独给您的学生上课我不敢，人家可都是
名角儿啦……”

没等我说完，孙毓敏快人快语打断
了我：“名角儿怎么啦？她就是成了大
角儿也是我的徒弟。别犹豫了，你就来
吧！到了那天我拿着笔记本，恭恭敬敬
地听你讲，边听边做笔记。我都带头
学，看她们谁敢不好好学？三人行必有
我师，勤奋好学才能出成绩。更何况，
学学话剧表演对她们演戏是有帮助的。”

几句话说得我无法回绝：“院长，
那我从哪儿讲起呢？”

“这我替你想好了，你不是老夸我
演的《红娘》里的‘佳期’一折吗？说
实话，我在这段表演里就运用了话剧表
演的潜台词……”

孙毓敏的话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长安
大戏院的舞台……

那是 2007 年初，为庆祝电视剧
《荀慧生》在央视成功播出，孙毓敏、
宋长荣和他们的弟子一起演出 《红
娘》，孙毓敏演“佳期”一折。孙毓敏
一出场就把观众紧紧抓住，她一举手一

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迎来观众强
烈的反响，掌声笑声叫好声不断。尤其
是张生把莺莺小姐拉进屋，关上房门之
后的表演令人叫绝，高人一筹！孙毓敏
是这样表演的：

红娘看看四下无人，转身想进书
房，一推门门关上了。她推了推门，推
不开。于是拍门叫道：“张先生！张先
生！张……”，叫门也不答应，此时孙
毓敏愣了片刻，然后缓缓转身，眼睛直
勾勾地盯着前方，用眼神询问观众：

“他俩怎么把门关上啦？他们关门干嘛
呀？”转瞬她明白了，她羞涩地一笑，
用水袖捂住了面颊，孙毓敏这一笑立刻
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继而是得意的念
白：“看他二人径自将门关闭，已称心
愿，老夫人哪老夫人，你呀是枉费了心
机哟！”孙毓敏念到此时，先是胜利者
的微笑，突然收敛笑容，用眼睛告诉观
众：“这事儿可不能叫别人知道，我得
看看这西厢有没有人来？”于是，在
《反四平调》前奏中，她先到右侧看看
有没有人，又快步跑到左侧看看有没有
人。当证实两侧都没有人时，她才放下
心来，缓缓走到中央，不急不缓地唱起
了那段经典的《反四平调》：“小姐呀，
小姐你多风采……”也几乎是一句一个
好。这段《反四平调》唱腔设计得好，
再加上孙毓敏嗓子好，又会唱，这段唱
观众又爱听，叫好声和掌声接连不断。
尤其是前边叫门之后，到《反四平调》
之前的这段无声表演，能像孙毓敏这样
让观众为她的表演鼓掌，为她的表演叫
好，没有孙毓敏说的“内心有准确的潜
台词”，没有孙毓敏这样深厚的表演功
力是做不到的。

学荀派的演员演这段戏念白都是一
样的，舞台调度也是一样的，但我看了
好多演员演到这儿，没有任何剧场效
果。而孙毓敏演的时候观众有笑声，有
掌声。她这段无声表演之所以好，就好
在她内心有丰富的潜台词，有准确的内
心活动，从而用她的“真情”感染了观
众。

第二天，我如约而至，孙毓敏真的
拿着笔记本和她的学生一起，听我讲我
的老师于是之先生塑造角色的经验。孙
毓敏边听边记，不时发问。我被孙毓敏
勤奋好学的精神深深感动。交流中我着
重谈了我看孙毓敏《红娘》“佳期”一
折的表演感受，孙毓敏也及时示范表
演，弟子们对她们师父的安排都觉得收
获满满。

孙毓敏为传承荀派艺术作出了无可
替代的杰出贡献。

戏剧理论家仲呈祥先生说过这样的
话：“作为一个戏曲艺术家，最大的幸
福是什么？那就是他热爱的事业，他为
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创演的剧目、他

的表演、他的艺术能有人继承，有人传
承，有一代又一代观众喜爱，那他就
是一个幸福的人……”我觉得孙毓敏
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你看，她的
入室弟子、业余弟子加在一起140余
人。她重新填词，重新设计唱腔的
《棒打》，她移植的 《痴梦》等剧目不
但专业弟子爱演，业余票友也喜欢，
争相传唱。

经过一生的不懈努力，孙毓敏用四
个字总结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荀风
毓骨”。这四个字总结得非常精准！孙
毓敏的唱念做表，既有荀派艺术的“荀
风”，又有自己的追求——“毓骨”！

专家对荀慧生大师的评价是：“善
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孙毓敏在大
师身边5年，深得老师真传。我看过孙
毓敏无数的舞台演出，我跟她京津沪
汉专场巡演、给她做主持，我的眼睛
没有离开过她的表演，我还看了她给
我的几乎囊括她几十年全部剧目的演
出录像。孙毓敏是把舞台表演艺术的
真谛研究透了、研究精了，她能从容
驾驭舞台，舞台成了她的“自由王
国”，她的手眼身法步出神入化，处处
有戏，过目难忘。她的唱念做表能紧
紧吸引住观众，能引领观众的喜怒哀
乐，动人心魄；她的唱念能让观众百
听不厌，她的表演能让观众百看不
烦。各方的专家、学者、戏剧前辈都
给予了她极高的评价。

孙毓敏身上值得总结、值得学习的
东西太多了。比如她把“棒打”的唱由
原来的12句改成28句；比如她的《起
解》一改传统地走八字，增加了与义父
搀扶过独木桥等身段。艺术家的创作、
艺术家的表演真的太值得总结、太值得
推广了。这些年，很多戏剧大师、京剧
名家，带着他们一生积累的宝贵经验走
了，这些无法复制的大艺术家为之奋斗
一生的心血是后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艺术营养。随着他们的离去永远地
消失了……想想都心痛！

好在这些年孙毓敏广收弟子，很多
徒弟已成为当代荀派艺术的中坚力量。
孙毓敏虽然离去，但她的弟子已担起了
弘扬荀派艺术的重任，她地下有知会笑
慰的……

孙毓敏为传承荀派艺术孜孜不倦地
奋斗几十年，为弘扬国粹艺术做出的功
绩将永载中华民族艺术史册。一个民族
有自己杰出的艺术家，是一个民族的骄
傲。孙毓敏虽然离去，但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这位杰出的艺术家。

尊敬的孙毓敏大姐永远活在我的
心中！

（作者系总政话剧团国家一级演
员、编剧、导演，电视连续剧《荀慧
生》编剧）

我心目中的孙毓敏
刘纪宏

履职十年来，我在不断推动广西
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同时，坚持守正
创新，既不断继承老刘三姐的经典，
又紧跟时代步伐，传承传播“刘三姐
文化”。

说到“刘三姐”，它是广西戏剧
院的品牌，更是广西驰名中外的文化
名片和文化符号。

1958年，《刘三姐》剧本创立，
并作为广西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
礼剧目于1959年上演。

1960年，自治区党委组织全区
《刘三姐》文艺汇演大会。全区共有
21 个单位、1246 人参加了会演大
会，其中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就有
45 人。会演大会以彩调剧、歌舞
剧、桂剧、壮剧、粤剧、邕剧、歌剧
等广西多个剧种演出了43场，取得
了广泛影响。彩调剧 《刘三姐》 在
20世纪60年代，五进中南海、四进
怀仁堂；全国共有45个剧种、119
个剧团移植演出了《刘三姐》。

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
了由苏里执导、黄婉秋主演的电影
《刘三姐》。借助电影的力量，“刘三
姐”形象和广西山歌文化迅速风靡全
国、火遍东南亚、蜚声世界。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刘三
姐又为全国“两会”晋京献演，在全
国主要城市开展巡演，还在美国7个
大城市进行商演，掀起了“刘三
姐”热。

2013年广西戏剧院成立，为贯
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以

“刘三姐走东盟”为主题申报并获得了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从2015年起先后
到了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开
展巡演。在三个国家的巡演中，我们各
甄选出一位当地的“刘三姐”，与剧组
同台演出，成为了这次巡演的亮点，得
到了各国观众的肯定，获得了国家艺术
基金优秀示范项目，并被评为国家艺术
基金优秀案例。

多年的“刘三姐”海外传播推广，
让我印象最深刻又最感动的，是2019
年我们在泰国开展“庆祝中泰建交44
周年《刘三姐》走进泰国”演出活动，
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扎禄颂巴、泰国诗
琳通公主现场观看了演出。

之后我们的演出团队返程，在机场
因为服装、道具等行李超重，而无法办理
返程手续，披尼副总理知道了此事，亲自
驱车赶到机场，为演出团队解决了托运超
重问题，演出团队才得以顺利返程。

在返程的航班上，我感慨万分。我
在想，披尼副总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亲自为我们办理行李托运，这既是因
为中泰两国的深厚情谊，也得益于“刘
三姐文化”在东南亚国家扎下的根，是

“刘三姐文化”深深地感动了他。这也
更加坚定了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要将

“刘三姐文化”在海外传承、传播好的
信心和决心。

2018年，彩调剧《刘三姐》前往
北京开展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展演
活动，梅兰芳大剧院开票仅3小时，2
场演出票就全部售罄。可见“刘三姐”
的品牌影响力仍然在持续显现。

2018年底，时任中宣部部长黄坤
明同志提出新时代要创作新时代刘三姐
的命题作文。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带
领下，我们精心创作了彩调剧《新刘三
姐》。

该剧创作4年来，已先后4次晋京
调演：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北京
调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百部”晋京展演、2021年新年戏
曲晚会和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春
节团拜会。

2022年，彩调剧《新刘三姐》荣
获了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大奖和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登上了艺术高峰。

履职十年来，我带领广西戏剧院成
为引领广西戏剧发展的领军队伍，创作
的剧目两次获得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
华奖、两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六次登上新年戏曲
晚会。而我本人导演的作品壮剧《百色
起义》《牵云崖》、彩调剧《新刘三姐》
连续三年排名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前
十台。

“刘三姐文化”品牌，65年的传
承、发展，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持续扩
大。这离不开我们六代“刘三姐”代表
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广西戏剧院院长）

十年助力刘三姐文化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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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祝贺电视剧 《荀慧生》 播
出，孙毓敏 （右） 与刘纪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