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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 日、22日，文化和旅游部
重点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
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北京
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中央民族
乐团年度新创民族音乐会《颂·黄钟大
吕》历经三年创作打磨在国家大剧院
音乐厅奏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音乐会以中国古代乐律体系——
十二律吕作为主线，以“黄钟大吕”背
后积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为轴，集
结国内顶级主创团队，用创新性的舞
台呈现和演奏形式致敬千年辉煌历
史、鸣奏新时代“黄钟大吕”，赓续中华
文明、礼赞伟大时代。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

长赵聪表示，本场音乐会中，以“八
音”之乐为始，在“十二律吕”的串联
下用音乐梳理中华历史绵延千年的脉
络，用当代音乐理念解构、重建经典作
品，用全新舞美技术建构东方音乐聆赏
空间，用作品诠释中华文明的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用合美之音最终奏响新
时代的“黄钟大吕”，唱响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合美乐章。可以说，中央民族乐
团用这台音乐会完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此后，乐团
将继续肩负起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重
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

赵聪：推动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
本报记者 张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这首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
刘媛媛演唱的 《国家》 在海内外拥
有很高的传唱度，刘媛媛也因鲜明
特色和富有魅力的声线被广泛接
受。她还是国家乡村振兴局唯一一
位“中国扶贫宣传形象大使”，近年
她把舞台放于广阔的村间山寨，走
过全国 70 多个县。“如何推动各族
兄弟姐妹更好地传承发展多姿多彩
的民族文化，增进文化认同，坚定
文化自信，这是我一直以来思考与
关注的重点。”刘媛媛说。刘媛媛在
深入民族地区时了解到很多地方有
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她认为，新时
代不仅要追求物质的富足，还要让
各族群众体会精神的富足、得到文
化的滋养，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

刘媛媛今年的提案也是聚焦各
民族文化融合，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为推动优秀民族文化艺术创新
发展，促进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
族也不能少。”刘媛媛说。各民族团结
携手，共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
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也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
写照。

她建议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建议努力创作一批歌颂民族
团结的歌舞节目，让民族文化在歌
曲、舞蹈艺术中得到创新融合发展。
让歌曲、舞蹈艺术成为各民族情感
交流的纽带，在舞台上展现多姿多
彩、团结奋进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时
还建议国家级院团定期深入最基层
民族地区、村寨，除慰问演出外、兼
顾培训、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采
风等，深度挖掘当地的民族民俗文
化潜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故事，培养当地文化人才，建设当地
较高水平的演出队伍，持续性为基
层文化贡献力量，让基层有更多本
土文化人才，让基层民族群众在新
时代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刘媛媛：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杨雪

近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甘
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舟长篇小说《凉
州十八拍》海外版权推介暨签约仪式
举行，多家海外出版机构与作者叶舟
及浙江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凉州十八
拍》的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阿拉
伯语、泰语、尼泊尔语等语种的翻译
出版合作协议。

《凉州十八拍》以千里河西为创
作背景，以古凉州为故事原点，深入
探寻了河西大地蕴藏的中华文化密
码。书中出场人物达百余人，将鸠摩
罗什、萨迦班智达、铜奔马、祁连
山、绿洲，以及广阔的民间社会熔为
一炉，呈现了一幅幅可信、可爱、可
敬的风俗画卷。作品曾入选2022年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首批项目，自2022年12月
出版问世以来，市场反响热烈。

“我从小就生活在黄河上游，生活在
兰州这座重要的水陆码头上。巧合的是，
我所在的兰州城，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
境内。在这里，可以望断千年，看尽春秋。
不仅有大河东去、佛法西来的遗址，不仅
有民族融合、各美其美的传说，不仅有语
言共生、和平遍地的光阴，即便在如今的
日常生活中，仍旧充斥着丝绸之路这一
条伟大的通道，给予我们这个国家的慷
慨馈赠。”在叶舟看来，如果写作是一种
宿命的话，那么河西走廊就是他的文学
版图之一，也是他的文学故乡。叶舟的长
篇小说《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的故
事都发生河西走廊，于他而言，这是光
荣，更是使命。

对于作品“出海”，叶舟表示，每
一本书都是一颗果实，而作者不过是诚
恳的园丁，目光殷切地期待着更多的人
前来品尝，给予肯定。

叶舟：扎根河西大地 拥抱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谢颖

悠然自在、闲适自得的悠闲，是
每个人神往的生活境界。在社会竞争
日益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
天，悠闲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
种奢侈品。

悠闲是身体与精神劳碌后的休
憩、是生命本体进入自然的状态，犹
如山涧的清溪舒缓地流淌、像天空的
白云悠然地徜徉，有着荡涤一切世俗
尘埃之后的自在和快乐。作为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这又是一种必需品。

正如紧张忙碌、追求事业成功是
生命中激昂奔放的韵律一样，品味悠
闲、获得身心愉悦，则是生命中浪漫
灵动的韵律。

悠闲是张弛有度。孔子曰：“张
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

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悠闲绝不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那种无所事事的“闲”，要么身无一技
之长，难以适应社会需求，不得不闲；
要么依靠“啃老”，过着无忧无虑而又
淡而无味的生活；要么甘于“躺平”，
让自己心满意足地在百无聊赖中度日。
悠闲的妙处，这些人无法领会，而只有
一直忙碌着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唐代诗
人李涉曾写下尽人皆知的千古名句：

“偷得浮生半日闲”。人们向往的悠闲，
应该是从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偷”
来的。悠闲之难得，才使之弥足珍贵。
忙里偷闲、有张有弛，才能品尝到悠闲
的真味。

悠闲是获得更好的自己。适时悠
闲，让生命在短暂的放松和调整之后得
到更大的活力，以挑战更多的惊喜与不
可能，这是人生价值的塑造，也是生命
质量的提升。法国数学家潘嘉赉在解答
数学难题过程中，有时意兴不佳、感到
百思不得其解时，就放下手中工作，去
乡村散步、看花草树木，放空自己。好
多灵感正是在这种悠闲状态下产生的。
袁隆平在科研中遇到困顿迷茫之时，常
常拿起小提琴拉上几曲，或者坐在田埂
河边，看绿草茵茵、听溪流潺潺，放松
身心以减轻压力、恢复精神、活跃思

维。忙而不乱、闲而不怠、张弛有度，
这是一种大境界。

林清玄曾在文章中介绍过他的悠
闲，是读书、写作间隙的泡茶：洗茶、
冲泡、品茗，整个泡茶过程就像一次心
灵洗礼，放下世俗纷扰、接受灵魂拷
问。当今社会，人们的闲暇时间高度碎
片化，而这些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又更多
地被手机、网络所填充。不少低头一族
的青年人沉湎于玩游戏、刷抖音和浏览
各种泡沫信息，很难让内心宁静下来，
与自己共情对话。悠闲不是谋划和创造
出来的，需要内心的恬静、从容和旷
达，放松紧绷的神经，让理性成为一把
钥匙，打开自己谛听自己省察自己，才
能有心灵自在安详的陶冶。从这个意义
上说，悠闲也是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
路径。

潜心致志、精进自己，做有兴趣、
有梦想的事，就会领略悠闲的诗意境
界。正如萧伯纳所说：“真正的悠闲并
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
己感兴趣的事。”一个人为了理想和信
念、为了兴趣和爱好，一旦进入到全神
贯注、物我两忘境地，体验到的便是一
种酣畅淋漓的悠然自得。“勤靡余劳，
心常有闲”。这种娴熟痴迷地孜孜不
倦，“能闲世人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

所闲。”自由自在的悠闲惬意，正是在
不断追求兴趣和梦想中实现的。

悠闲是怡情养性。不被沉重的物欲
所累，不被世俗的名利所缚，放松身
体、放空心灵，就会在闲暇中发现美
好、感受清欢。清人张潮深得悠闲三
昧：“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
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
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
之乐，孰大于是？”。艺荷可以邀蝶、栽
竹可以听雨、植树可以待风、折枝可以
入画、煮茶可以清心，看云卷云舒、落
霞孤鹜、鸟欢蝉鸣、花开花谢，“却是闲
中有忙处，看书才了又看山”，无一不是
生命洒脱的安顿和自由的舒展。

读书是一种高品质的悠闲。梭罗说
过：“一个有时间增加他灵魂的财富的
人，才能真正享受闲暇。”在朝霞的清
晨、在静谧的午后、在落日的黄昏，泡
上一杯茶、捧起一卷书，可以让你随心
所欲，用别人的体验，来开启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可以让你与古圣先贤共咀
英华、与当代名家共话未来，“坐地神
游八万里，纵横上下五千年”，在悠静
闲适中品享人生的无限快慰。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专家咨询委员
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副
会长）

悠闲是生命的韵律
朱步楼

“让自己的生命充满自我价值”

孙过庭《书谱》曰：“一点成一
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意思
是，起笔的一点决定此字的形，第一
个字往往是整篇书法的格局。电影
《鲁迅》的第一场戏是鲁迅在北师大
演讲，这长段的演讲是角色在片中第
一次亮相。一定要下功夫准备好，这
是标志成败的一场戏。

鲁迅先生面对学生们说：“你们
是谁？对，是学生。可学生又是什
么？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你
们是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该是怎样
的呢？在我看来，他永远是精神界的
战士……因此，他又是孤独的，富于
洞察力的，他会从天上看见深渊。社
会的不断的进步，正需要这样的，永
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合时宜的真的
知识阶级。”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能
“于天上看见深渊”，不光看到地的表
皮，还能看到地心。《〈野草〉 题
辞》中也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
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
草，以及乔木”。鲁迅先生深邃的目
光能直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今天为
之奋斗、为之享受、为之操劳的人
生，是为了什么？从一定的哲学意义
上讲，它是面对着死亡，面对着生命
的结束，在有限的生命中让自己的生
命实现自我价值，充满自我精神的认
知。也就是说，人想自己在生命中乐
观地做些什么，让自己有做的满足
感、快乐感。鲁迅的作品主题往往离
不开死亡，到最后，他写的那篇遗
嘱，写到死，他不宽恕任何人，让他
们怨恨去吧。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如同
野草，也尽快地死掉，和这黑暗一起
死掉。他只有在死的时候才希冀别人
看到他的微笑。

在整整两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我
一直在练这段演讲，台词早背得滚瓜
烂熟，细微处的转折、断句、气口、
深思处的静默。我父亲曾用“似有所
悟，仍有所思”形容人的思维快感、
顿悟时的一丝喜悦，我没事就自己在
宾馆房间里反复琢磨。丁荫楠导演有
经验，他把这场片头的戏放在了整个
拍摄的最后一天拍，他相信我会越拍
状态越好。

那天黎明，我被闹钟叫醒，最后
一次去化鲁迅的妆。早六点交妆，我
穿好长棉袍，上车去苏州。近三个小
时的路程，我在车上睡着了，睁眼时
已经进了苏州大学，校园内老式的红
砖楼真有时代的味道。

那天是周日，操场上群众演员近
两千人，都是苏州大学的学生，已经
在清晨集合，换上五四时期的校服，
女孩儿梳辫，男孩儿落发，三台摄影
机、灯光都到位了，现场组织工作真
不容易。一见我下车向现场走来，全

场好像终于真见着了大先生，愣了一会
儿，大概觉得“像得嘞”，顿时爆发热
烈的掌声。我不禁咧嘴露出我个人的笑
容，又一下觉得不能破了相，我现在是
鲁迅先生呀。于是立刻收敛表情，很人
物感地走进人群让开的甬道，来到场面
中心，登上了课桌搭的讲台，感受着拍
摄前的现场气氛。这时我告诫自己，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可是考验
我的当口，怯场可就没法收拾了。准备
了俩月，今天是最后一“哆嗦”了。我
不顾仰脸崇拜的学生们，最后再默背着
台词，练习和演配角的学生搭话的分
寸。摄影师于小群坐在伸过来的摇臂
上，一边操持摄影机，一边像飞行员似
的向我伸了个大拇指以示加油。

只听丁导演大声号令着稳住现场，
近两千人一片寂静。我的神定住了，可
内心热血贲张。只听一声“开始”，我
在一片欢迎的掌声中登上课桌讲台，环
顾了一下，开始了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
台词：“同学们，我是上个月回到北平
的……”神在帮我！你相信有神灵吗？
无形的一种力量从心理、从肾上腺、从
呼吸的通畅沉稳、从肩背骨骼的每一个
关节上给予我勇气……真的又是“濮一
条”！丁荫楠导演大喊“停”，语气是兴
奋的，全场又一片掌声。按常规技术上
还要补一条，我是老演员，知道这个，
所以我没松气，等着再来一遍。我想所
有拍影视的演员在重头戏关键镜头的拍
摄中，都有一往无前、尽善尽美的心
态。第二遍来得更好，真的。摄制组有
头天到苏州的，有夜里两三点从上海赶
来的，已入夏，让这么多群众演员天没
亮就换上五四时期的春秋装，上午十点
多是太阳光线最好的时候，可那时候多
热啊，但大家的创作热情是为了在电影
中再现鲁迅先生、再现历史，为了镜头
中艺术的真实，一切都完成得这样好，
能不高兴吗？只见丁荫楠导演又是那么

憨厚地笑着走来，冲我说：“怎么样？
可以吧，我看可以了。”我这才意识到
拍摄结束了，可以放松出戏了。

下了讲台，要签字、要合影的浪潮
一下子涌在我周围。我在拥挤中与丁导
演重重地握了下手，丁导吩咐快将我带
离现场。我被几名制片组工作人员护着
离开了人群，来到了办公楼里的一间
屋子。

他们又都去收拾现场，只留下我，一
下子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了，我当时有
热铁淬火的感觉。真的拍完了，不再化这
个妆了，不再穿这身长袍了。两个多月，
就要和角色告别了。我想抽支烟。我来到
走廊，周日没人上班。终于见一保安在门
前过，我竟带着这角色的装束找保安索
烟抽。烟在肺腑中弥漫着，两个月来，不
吸烟的我以角色的名义一直在吸烟，道
具师傅专门给我在烟厂订制了没有过滤
嘴的烟卷，这烟卷也要与我告别了。看着
空气中袅袅的烟雾，我开始回想这段令
人难忘的日子……

人生如爬坡

演完 《鲁迅》 和 《一轮明月》 之
后，我又不太拍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市
场都商业化，使得鲁迅、弘一法师这种
题材的电影完全没有票房，但我太喜欢
这一类的题材。再一个原因是，拍电影
都是提前一两个月来约，但我的话剧计
划都是提前一年就排好的，时间和空间
没法再填别的东西。我觉得，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吧，木心的诗说“一生只够爱
一个人”，时空决定人生的一切，排戏
也是。在专门分析剧本、参考资料的阶
段，你不用功，对词就会苍白。对词再
不用功，到上场走调度了，词还不熟
呢，或者词还不在嘴上，你已经是顾得
了吹笛，顾不了捏眼了。然后你手里拿
着本，走着调度，上半截和下半截就不

在一块儿了。上半截已经演上了，下半
截还在踱步呢，根本就没跟上心。等到
你固定下来表演状态，你很难重新去调
整脚步。因为我们又不是舞蹈演员，我
们支配身体，自由使用自己身体的这种
能力没有他们好，语言和身体便是脱节
的。如果到连排的时候，你还处在一种
完成导演安排的状态下，没有主动驾驭
自己，让角色驱使你行动的话，到了舞
台上你的角色不可能给予观众真实感。
所以和人生一样，随着时间什么时候干
什么事，排练的不同阶段，每步都不能
掉队。

在生命的轮回中，直面死亡的时
候，弘一法师说：“不要难过，去去就
来。”而鲁迅先生的态度则是“我将大
笑，我将歌唱”。鲁迅是以这种坦荡，
这种彻底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中国现
代文化史中第一人。据说《鲁迅全集》
是全集类图书里最受欢迎的，说明鲁迅
永远不过时。

2004年的我，人到中年，有一种
人生如爬坡的感觉。人的生理机能真的
有一个高点，然后开始下坡。我自认为
在这个曲线上我开始走下坡，我知道不
可能什么好事都是我的。我并不觉得我
淡泊名利，我没有做到完全不在乎名
利，淡泊名利只是不要过分在乎它。没
有名利的时候当然要有名利之心，没
有名利之心，人怎么进步？要有一种
奋斗的吸引、刺激、鼓励，要向往金
牌。哪怕是游戏，也要玩得痛快。等
下完坡到了平地，就像长江水过了吴
淞口，就到了汪洋一片、去去就来的
时候。那海平面被烈日蒸发起腾腾的
雾气，化为云朵飘回喜马拉雅，“应是
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落下雪又
结成了冰峰，阳光再将其融化成长江
之源和黄河之源。物质不灭，生命时
时都在循环往复。

《一轮明月》和《鲁迅》这两部片子检
验了我一下。这两部片子是对在北京人
艺成长的我的一个表演总结，一次考试，
看看我创作角色的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
度。虽然它们不是话剧，但是在塑造角色
方面，我在提升演员创作角色的方法。

我以为，弘一法师、鲁迅先生的形
象塑造，是我多年来在舞台实践中学、
向前辈艺术家学、跟我尊重的同行学的
结果。塑造角色，改变自己，提升自
己。创造的角色，创作的人物有文学意
味的性格化，我在这两个电影角色中得
到了锻炼。

我很得意自己演了这两个角色，我
觉得没有人像我这样幸运。我希望这两
个角色不只是和我，而是能和更多的观
众朋友有着交往。这两部电影虽然在院
线没有放映太多，但是我相信，在将
来，甚至是几年、几十年以后，大家会
知道，在中国不仅有贺岁片，不仅有商
业武打片，还有这样值得静下来观看的
电影。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两个梦中角色
濮存昕

日前，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第
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举行。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水紫
陶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田静
在发言中表示，只有留住土味，才
能再续传承。

田静表示，作为一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建水享有千年古城的
美誉，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
文化的融合之地。它文物古迹荟
萃，风景名胜诸多，更素有“古建
筑博物馆”之称。作为“中国四大
名陶”之一的建水紫陶，于2008年
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其传统技艺自成一脉。传
统技艺造就了建水紫陶泥料细、胎
壁厚，具有耐高温、散热慢、透气
好、能防潮的特点，特别适合普洱
茶、白茶长期储存，用作茶饮器
具，能还原真实茶汤，口感一流。
另外，独特的“阴刻阳填”工艺，
形成了建水紫陶独树一帜的审美风
格与魅力。

田静认为，当前，人们对非遗

保护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
高。首先，要加强保护。这种保护
不仅限于每一个非遗项目本身，更
要对项目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
传统技艺技能、生产生活价值进行
深入地挖掘和整理，守护好非遗生
长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土壤。其次，
是加强传承。把技艺传下去，从事
的人多了，会的人多了，就是对非
遗传承最好的保护。第三，是要为
民所需。非遗技艺源于生活，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非遗应融
合到当下的生活，根据时代的需求
进行创新。

田静：留住土味 再续传承
本报记者 郭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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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在电影《鲁迅》中饰演鲁迅 ▲濮存昕在电影《一轮明月》中饰演
弘一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