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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晚，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旋律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响起，表
达着对祖国的挚爱，对美好未来的向
往。在这里，2023第四届中国广播
艺术团艺术季的首场演出——“人民
就是江山——唱响新时代大型主题音
乐会”精彩上演。艺术季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艺术团承
办。

如今，连续举办四届的艺术季已
集中推出系列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精
品力作，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一个
重要品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
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艺术团将
以优秀的艺术作品讴歌伟大的新时
代，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勇担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
献。”

深挖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传承创新

“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国广
播艺术团有责任通过深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打造精品力作，给人们
以真善美的积极引导，为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作出努
力。”身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
学俊始终铭记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责
任与担当，并身体力行、探索创新。

如今的中国广播艺术团，下设中
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说唱团、
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中国广播电
声乐团与中国广播合唱团五大分团，
艺术品种众多是其突出优势。如何充
分利用这一优势，更好地树立品牌、

打造精品，成为刘学俊就任团长以来
思考最多的问题。策划打造中国广播
艺术团艺术季品牌，便成为其中一个
重要实践。比如7月2日的音乐会，
就汇集交响乐团、电声乐团、民族乐
团与合唱团协作演出，之后还将陆续
上演民族管弦乐 《桃李芳华》 音乐
会、《群星荟萃》相声专场等。

谈起开展艺术季的初衷，刘学俊
介绍道，“一是打造艺术品牌，二是
打造优质平台，通过荟萃名家，力求
为观众展示高质量文艺作品，让其切
实感受到新时代文化繁荣新气象。”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什么？传承
与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刘学俊说。艺术团自成立以
来，涌现出侯宝林、马季、姜昆、冯
巩、彭修文、王立平、聂中明、殷秀
梅等一大批艺术名家，通过艺术季举

办了“梦系红楼——红楼梦全版主题
音乐会”“阔步新时代——殷秀梅和
她的朋友们大型音乐会”等经典原创
作品。同时不断培养青年艺术家，鼓
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
大梁、当主角，比如通过艺术季推出

“白马少年”马佳演出专场、金菲陈
曦相声专场，让高流量成为正能量。

打开艺术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会
发现，每到一个节气，公众号都会发
布一首有关节气的原创音乐作品，讲
述传统节气文化的故事，而在此之
前，刘学俊策划的《万物生长——二
十四节气交响套曲》 已深受观众欢
迎。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打造精品力作，是刘学俊带
领艺术团探索创新的重要方式。“就
是要用世界通用语言音乐来讲好中国
故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刘学俊不无自豪地
表示，他还将继续深入打造二十四节
气 IP，打造与之相关的沉浸式元宇
宙舞台艺术作品。

将不易流动演出的大部头作
品，通过重新编创，使之更好流动
起来，是刘学俊带领艺术团探索创
新的另一重要方式。本届艺术季压
轴演出的 《莫高窟》 音乐会，将在
国家大剧院首演。“将《莫高窟》从
歌剧形式重新创编为音乐会形式，
降低了投入成本、缩小了演出队伍
规模，大大提高了 《莫高窟》 亮相
舞台的频率。”刘学俊希望能够通过
音乐会形式将歌剧里的经典旋律更
广泛传播，“只有有效有力地传播、
流通，才能使文艺作品真正发挥影
响力、体现价值”。

深扎基层
坚持高质量文艺演出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后回
馈于生活。”刘学俊告诉记者，带着问题
去基层采风调研，带着真诚去基层传播
艺术，是艺术团永葆活力的秘诀。

今年3月30日，原创大型声乐套曲
《可克达拉组歌》在北京新清华学堂精彩
上演。这部作品是艺术团创作者多次远
赴新疆可克达拉采风调研，历时两年深
入打磨而成，讲述了一代代兵团官兵在
广漠荒原上浇灌出片片绿洲，为巩固边
防、发展边疆作出贡献，用音乐语言多
角度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为建设美好家
园付出努力。

接受采访时，刘学俊专门打开他电脑
上所保存的组歌现场演出视频，向记者详
细阐述着每部章曲所表达的内涵与思
想。特别是谈到《迎亲曲》，该章曲以音乐
情景剧形式讲述了老军垦战士与心爱姑
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新一代年轻人依
然扎根边疆、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爱国热
忱。“这一章曲有感于，在采风时偶遇当地
年轻人举办集体婚礼，创作者从他们的欢
歌笑语中，切切实实地捕捉到当地各民族
和谐相处的幸福感。于是作品从一位老
军垦战士的视角切入，通过一场婚礼，讲
述今昔对比，展现老一辈的坚定信仰、无
私奉献，以及新一代的积极向上、自信自
强。而整部作品的主题，也正如终曲《再
出发》中所描述的那样：再出发，这是新时
代的伟大召唤；再出发，我们谋篇布局精
心规划；再出发，建设更加美丽的可克达
拉；再出发，我们勇敢前行可克达拉！”在
刘学俊看来，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能说空
话、不能是灌输式的，一定要有生活、要有
境界，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享受。

哪里有演出，哪里就是舞台。几十
年来，艺术团的演出足迹遍及祖国大江
南北。不久前，艺术团刚刚结束在无线
局五七二台的基层演出。在那里，机房
就是舞台，没有伴奏、没有话筒，演员
们仍然全力以赴，秉持最真诚的态度，
送上最美的歌声。“无论是在哪里，田间
地头、工厂车间、偏僻边塞，只要上舞
台，只要是演出，就必须把我们所能展
现出的最好的艺术水平展示出来，这是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责任。”刘学俊
说，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广播艺术团将
继续以精品力作和高质量文艺演出，以
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为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而作出自己努力。

坚持守正创新 勇担时代使命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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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

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
慧。6 月 30 日，第十至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
名誉院长、富连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孙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富连成
社首任社长叶春善先生之孙、继任社
长叶龙章先生之子叶金森，向北京京
剧院正式捐赠了 《富连成藏戏曲文献
汇刊》 三十册丛书。捐赠活动在北京
京剧院举行。

富连成社成立于1904年，是京剧
教育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
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科班，被誉为
京剧的“大师摇篮”。富连成社秉承

“个人不为发家致富，只为替祖师爷传
道”的精神，勇担“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为京剧行业培
养出大小班共计11科、800多名京剧
学生，其中包括马连良、谭富英、裘盛
戎、谭元寿等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大
师。

此次捐赠的《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
刊》，由叶春善、叶龙章两任富连成社
长主导，孙萍、叶金森主编，2016年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北京
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富连成研究中心
重要学术成果。叶金森介绍：“它
（们）不只是案头之本，更重要的是能
够立刻排练的场上之本，里面包括了人
物的上下场调配音乐方面的工尺谱
等。”该书系统收录了富连成社近半个
世纪历程中所藏各类戏曲钞本、单头、
总讲等300余出剧目，大多数剧本都含
有身段谱及工尺谱，集中呈现宫廷戏曲
与民间班社、清末至民国的京剧文脉，
其中多半剧目已罕见于舞台，其对戏曲
史、京剧史乃至京剧表演艺术有重大意
义。叶金森表示，《富连成藏戏曲文献
汇刊》凝结了数代梨园前人的心血，本
次捐赠给北京京剧院，希望能够将戏曲
文脉活态传承，早日创排成戏曲舞台上
的立体剧目，真正实现先辈们“还戏于
民”的盼望。

在捐赠活动上，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表示，此次剧院接受
捐赠的《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丛书
汇集了富连成社几十年来在办社教学、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是一套
完整的剧目教材，并在其后的历史进
程中成为京剧艺术教学育人、传承弘
扬的重要载体，为弘扬国粹艺术、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
艺术宝库作出了突出贡献，弥足珍
贵。富连成社为戏曲艺术、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培养出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众多杰
出艺术家，为当时、现今以及未来的
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马连
良、谭富英、裘盛戎、谭元寿等艺术
家们的赓续耕耘，才使得北京京剧院
获得了如今繁荣的发展局面。因此，
人才培养是富连成社的重要功绩。富
连成社不仅培育人才、传承京剧剧
目，更弘扬传承民族精神。富连成社前
辈所传续的梨园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一脉相承，富连成社所藏戏曲文本
将对北京京剧院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工作
带来极高的参考价值。

活动中，刘侗向叶金森、孙萍赠
送了 1937 年 7 月 6 日富连成社与陕西
易俗社全体学员合影的珍贵照片，孙
萍、叶金森也向刘侗赠送了 《富连成
画传》。

孙萍希望通过此次捐赠活动，发挥
北京京剧院的资源优势，将这套书承载
着的富连成社的专业精神、大师精神、
工匠精神、爱国精神介绍给当代人，激
活文化资源生命力，真正让文献活起
来，为现代文明服务，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挥它
应有的价值。她还表示，作为京剧艺术
古籍，《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也被
收藏于中国国家版本馆。保护、传承好
富连成社所流传下来的珍贵艺术财富，
对京剧艺术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弘扬
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曹阳阳，
富连成社再传弟子、京剧表演艺术家、
教育家黄德华，富连成社再传弟子、京
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张四全以及北京
京剧院党委书记杨洪义分别发言。他们
表示，明年是富连成社成立120周年，
在此前夕举办捐赠活动，将对京剧舞台
艺术创作带来深远影响；要认真研究并
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戏曲文献，责无旁
贷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为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梨
园
一
叶

传
承
文
脉

—
—

记
《
富
连
成
藏
戏
曲
文
献
汇
刊
》
在
京
捐
赠
活
动

文\

图

本
报
记
者

郭
海
瑾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新知新知新知 书架书架

日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金江军
《信息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展现出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以信息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书中首先论述了
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
化、为什么要以信息化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回顾了从“数字福
建”到“数字中国”的发展历程，阐
述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3D 打印、移动互联网、区块
链、量子科技、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接
着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有关政
策文件，从数字基建、数字党建、数
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
生态六个方面论述了“数字中国”。最
后从内容安全、技术安全、应用安
全、资本安全和攻防安全等方面分析
了我国网络安全情况，阐述了为什么
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研究了我国高校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及其产业发展、互联网治理新问题，
探讨了芯片产业这一关系到中国式现
代化和国家安全的核心产业。

（韵文）

▲《信息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金江军 著

““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就是江山———唱响新时代大型主题音乐会—唱响新时代大型主题音乐会””现场现场

刘学俊委员刘学俊委员 （（前左二前左二）） 率队在基层演出率队在基层演出

2023年6月13日，一代大师黄永
玉驾鹤西去，享年99岁。黄永玉写诗、
小说、散文，著作颇丰；版画、中国画、油
画、漫画、雕塑、陶瓷、紫砂，画风独特。
他才华横溢、幽默风趣、潇洒至极。

记得10多年前的2010年 9月 4
日下午，我如约来到北京通州徐辛庄
万荷堂，拜访黄老。刚进门便见砖墙
影壁镶嵌着荷花图案的陶塑。庭院里
种着数十株古老的梅树，摆放着姿态
各异的大头娃娃雕塑。迎面是大殿，
门楣上挂有黄老题写“万荷堂”的横
匾。进了大殿的门即为黄老的画室，
看到这里的建筑装饰与摆设都是古香
古色的。在高达6米多的墙上，挂着
他正在创作的3米见方的彩荷图。黄
老身着画有达·芬奇作品图案的围裙，
正在作画，见我进来，便放下手中的画
笔，与我握手。我呈上拙作《智者——
李延声中外名人写真画集》一书，还有
另外一本画集，又打开《魂系山河》缩
印卷，请他指教。黄老说画林则徐禁
毒销烟很有意义。他问我见过吸鸦片
的人吗，我说只见过照片和电影中
的。他说，吸毒使人面黄肌瘦，变得很
丑恶。鸦片输入会亡国的。如果画卷
中有吸鸦片人的形象，可能会让人惊
心动魄的。

黄老请我到他后院的起居室——
老子居。据说黄老年轻时曾遇见弘一
法师，竟出言不逊自称“老子”，此事被
传为笑谈。弘一法师最终还为他留下
墨迹：“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
离苦。”其好友廖开明说，这些文化养

料滋养铸就了他仁爱的艺魂。经过餐
厅，进入客厅，黄老对我说，你画像如
果要求我不动也可以。我说，请黄老
随意吧。我们边画边聊，黄老说万荷
堂离城里很远，上午去看杨先让先生
的版画展览，进城竟花了两个半小时，
所以很少出门。

聊起荷花，黄老对荷花情有独
钟。他在东院特意修建了一方占地两
亩多的荷塘，占据整个大宅约1/3的
面积。每年夏天荷花盛开时节，他必
来万荷堂住上一两个月。陶醉在阵阵
荷风中，灵感随激情迸发，才思如泉
涌，写就佳作多多。刚才我在大殿所
见那幅彩荷巨作，虽未完成，气势却已
感人。黄老当年已86岁高龄，精力仍
十分充沛。半天作画，半天写书，会客

一般安排在下午三点半以后。我问他，
听说您最近正写自传？他笑答：我正写
小说！他当时写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
子》，正在《收获》刊物上连载，其实是自
传性小说。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黄永玉《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第
三部《走读》，卷首题词五个字：“爱、怜
悯、感恩。”一个人到90岁了，还在写12
岁的故事，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
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其数百万文
字的著作，就像铺陈起从历史通往未来
的路，让人们走过，在百年路上领略奇异
景致，走向光明未来，黄老一刀刀、一笔
笔、一字字地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颐
和园藻鉴堂就见到过黄老，那里也种了
许多荷花。黄老说，你那时很年轻。我

说，那时我才30多岁，现在已年过六旬
了。黄老说，过了30多年了！可能受荷
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长期熏陶，黄老有
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博学多才，
一身傲骨，而且童心晶莹。

黄老喜欢讲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
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闲聊了一会
儿，我为黄老画成一幅半身像。黄老看
了说，笔法很准，但表情太严肃了吧？我
这个人玩世不恭啊！稍加思索，他在画
旁题道：“我幻想有这种严肃的态度。黄
永玉 2010.9.4 万荷堂”。黄老在艺
术创作上确实是极其认真严肃的。黄老
画的荷花以水墨淋漓的大荷叶衬着千姿
百态的荷花以金线勾出，独特而绚丽。
但在展览中，我看到黄老的巨幅白描荷
花写生真是惟妙惟肖。

黄老建议我放开了随意画，我也请黄
老放松地靠在躺椅上，遐想荷塘中化出彩
霞……画毕，呈黄老阅。黄老看着想了一
下，随即题写下“绘事后素 黄永玉
2010.9.4 万荷堂”。绘事后素，即《论语》
中记载孔子的话，其意为以最朴素简洁的
手法，表现最辉煌的风采，即以素净为灿
烂。我想，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以一当
十，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最丰富的精神
风貌。黄老的题词道出了中国画技巧之
要点与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黄老一直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激情
中，也陶醉在享受生活的乐趣里。他的
画大胆、新奇、浓艳。黄永玉八十画展、
九十画展接连举办，2018年 94岁高龄
的黄老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紫砂壶展
览，将多年创作的梁山好汉画像制作在
紫砂壶上，真是别具一格。黄老充满活
力的创造精神使人们赞叹不已。

黄老说喜欢《世说新语》里的一句
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他诙谐幽
默地说：“人生只要笑，就没有输。”“如果
你想我，就看看天，看看云嘛。”

黄老在文化上的创造精神，给人们
以美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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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委会原
主任）

万荷堂畅想诗犹在云天
——回忆为黄永玉先生画像

李延声

▲李延声所作黄永玉先生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