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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
统的深入阐述，指明了新征程上新的文
化使命，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
光芒的纲领性文献，是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作为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两个结
合”进行了深入阐释，明确指出“第二个
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
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尽管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
能根深叶茂。

“结合”本身就是创新，让我们能
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内，充分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
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国粹京
剧以动作舞蹈化、语言韵律化、演唱声
腔化、布景图案化的“歌舞演故事”表
达体系，体现着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
的传统美德，蕴含着真善美的价值理
念，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自诞
生以来，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
和智慧，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与
美学思想的文化符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京剧在200余年发展历程中，一直是“时
尚”的。所谓时尚，即指时代之风尚，立时
代潮头、领风气之先，虽是一门古老的艺
术，但从未停下与时代融合的脚步。中国
第一部电影是由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
《定军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由梅
兰芳先生主演的《生死恨》。及至电视时
代，北京电视台刚成立不久，就实况转播
了梅兰芳先生的《穆桂英挂帅》和尚小云
先生的《双阳公主》。

数字互联网时代，如何赋予京剧艺
术新的文化内涵，做好当下的传承创新，
成为我们的时代课题。《考工记》有言：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
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021年始，国家
京剧院连续三年在春节期间以“云大戏·
过大年”为主题，推出经典剧目《龙凤呈
祥》5G+4K+VR海内外演播，集新时代传
统艺术新发展之“天时”、人民对美好文
化生活的向往之“地气”、国粹艺术名家
演绎之“材美”、数字技术突破之“工巧”，
在新时代接续发展京剧艺术“演时代之

风尚”的传统。通过有机融合传统戏曲和数
智潮流，国粹京剧在虚幻与现实之间熠熠
生辉，勇立潮头的科学技术也在传统艺术
沃土萃取了丰富的文化补给。

我们一面叩问往昔，一面塑造未来，正
如一个巨大的钟摆，当它侧首回顾的幅度
愈大，遥寄未来的距离才能愈远。我们立足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和范式，在新的历史背
景和技术条件下，灵活运用多种手段，提升
传统艺术的现代审美价值。

“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
性达到了新高度。文艺工作者只有将目光
投向祖国的山川大地，在火热的生活中汲
取营养、积累经验，以充沛的感情、细腻的
笔触、优美的旋律、动人的形象，展现时代
变迁、反映多彩生活，书写新时代史诗，书
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才能创作出经得
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为复兴伟
业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国家京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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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通用语言。在任何一
个国度，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
听到曼妙的音乐，人们就会静下心来
倾听，脸上会露出会意的笑容，心境便
会有一种释然，内心对生活便会萌生
信心满满，眼中便会充满阳光。这就是
音乐的力量。

在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畔的广

袤的欧亚草原，是传统的五声音阶带。
在这五声音阶带上，哈萨克族却是七
声音阶，这一特质，造就了哈萨克音乐
的独特风格。所以，哈萨克族有一句民
谚——歌和马是哈萨克的两支翅膀。

音乐配上了歌词，变换为歌，虽
然抒发了特定语言族群的心绪，但
是又被这特定的语言所局限，操有
其他语言的人们无法领略其歌词的
美妙内涵和韵律。所以，歌词需要
翻译。

我对哈萨克斯坦歌曲的翻译一往
情深，翻译过很多民歌、民谣、歌词
等等。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
时提出振兴新丝绸之路倡议，即“一
带一路”“五通”首倡。我认为“五
通”中“民心相通”十分重要。“民
心相通”的核心是文化，而文化的鲜

活内容就是文学、音乐、绘画、舞蹈、
戏剧、电影、电视、体育、医学（包括
中医）、烹饪等等。我曾经与中影集团
合作，组织翻译六部中国电影，并请伊
犁州电视台译制部组织配音演员，用哈
萨克语配音对上口型，并标上英文、俄
文字母，在 2017年 6月阿斯塔纳世博
会前夕带到哈萨克斯坦，在阿斯塔纳举
办中国电影周，到欧亚大学等院校和影
院展映，受到哈萨克斯坦观众的追捧。
当成龙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时，没想到
全场观众高呼着他的名字，热烈鼓掌欢
迎，掀起了对中国影星和电影的热潮。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正是文化在促进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了，“一带一
路”倡议就会这样走出去。我在这届世
博会上，还担任了中国饮食文化馆名誉
馆长，并为中国饮食文化馆开馆剪彩。

这些年来，我的多部作品集在哈萨

克斯坦翻译出版，受到哈萨克斯坦读者
的广泛欢迎。我从1994年起翻译哈萨
克斯坦伟大的文化巨人阿拜的作品，先
后翻译了 《阿拜箴言录》 和 《阿拜》，
分别由民族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让广大的汉语读者深入了解阿拜。
也由此，哈萨克斯坦总统在2020年8月
10日阿拜诞辰175周年之际，授予我
二级友谊勋章。这也是中哈两国之间友
谊的象征。

2022年是中哈建交30周年，为此，
我选译了 30 首哈萨克斯坦歌曲。2023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由人民音乐出
版社出版《哈萨克斯坦歌曲选（30首）》，
具有特殊意义，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
愈发突显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作家）

音乐是人类通用语言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湖南、广西的调
研活动，通过走访、学习、座谈，了解
到当前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以
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调研后，我也
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助推
舞台艺术的数字化进程、开发线上
线下融合模式、探索演艺事业的创
意创新、推动舞台艺术相关产业的发
展等。

对此，我有一些想法和建议。
建议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

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国
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革命文物资源目
录和大数据库。作为文艺工作者，30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民族音乐、戏曲、
曲艺的收藏、整理工作。1987年，在我
上大学二年级时，就开始和民族音乐
方面的老师到全国各民族地区采风，
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收藏民族音乐。迄
今为止，我收录、整理的民歌戏曲曲艺
已经4万多首。保留下来很多已经失
传的戏曲和音乐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比如湖南的澧剧。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当时我去湖南采风，当地村子里的
澧剧团团长跟我说：3个月后，这个剧
团就解散了，这个剧种可能也就没了。
我问演一场要多少钱？团长说，一个剧

目300元。我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回来
再解散。我回到北京后，自己筹够了
钱。又返回到湖南，我自费将这八个剧
目全部录制完成，这就是当时的数字
化。录制后，这个剧团就解散了。对濒
临失传的民歌、戏曲和曲艺的数字化
传承，我可以说，是较早的亲历者与践
行者。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文艺审
美已经发生了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
文化艺术我们几乎都能看得到，听得
到。但是我们很多民歌、戏曲等传统艺
术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我更希望
通过数字化赋予传统民歌、戏曲、曲
艺等以新的传承力量。因此，我认为，
建设“民族音乐数字化信息平台”对
于民族音乐、戏曲、曲艺的保护、传承
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现
实意义。

我还希望构建国家级“VR/AR在线
大剧院”平台。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很
多习惯，其中包括对于舞台艺术的欣
赏从线下转到线上，这也可能在以后
成为一种主流方式。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国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通过现有
的网络平台制作、传播了大量的文艺
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我们应该
顺应趋势。目前 VR（虚拟现实）与 AR
（增强现实）的技术和设备都比较成

熟，也已经广泛应用于游戏动漫产业和
旅游、地产等业态，但在文化娱乐、演艺、
影视等业态还没有充分被利用。新技术
的发展，都将成为文化产业创新的巨大
动能，也为线上的文化消费培育了巨大
的市场。

在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保护和
传承民族音乐的同时，我觉得还应将民
歌、戏曲、曲艺等纳入“全面阅读”。这里
的“阅读”，是指可以通过各类公共数字

文化平台实现民歌、戏曲、曲艺的“可视”
“可听”，以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高效共
享，让中华民族音乐走进大众视野，尤
其是与青少年产生共鸣。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系统化、规模化的传承和发展。这
也会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产生重要的
推动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有限公司演员）

推动演艺事业数字化发展
刘玉婉

我的家乡宝清县位于黑龙江省东
部，三江平原腹地。宝清，人杰地灵，
誉有“天府之县”的美称。地处世界三
大黑土带上，富硒区域面积6881平方
公里，是现今发现的中国最大的黑土天
然富硒带，盛产水稻、大豆、玉米等众
多作物。

宝清，有山有水有良田。“四山一
水四分田，半分芦苇半分草原”。这是
宝清的写照。宝清的自然人文景观令人
垂青。雁窝岛有“北大荒精神”发源地
的光荣称号。宝清在商周时期为肃慎居
地，1916年正式建县，至今已有百余
年历史，是挹娄及肃慎文明的发祥地，
也是东北地区满源文化、闯关东文化、
抗联文化、垦荒文化、知青文化和北大
荒文化的传承地。现存各类文物遗址
801处。炮台山古城是2000年前挹娄人
居住的山城，考古学家从中发现了古天
文现象，又被称为“七星祭坛”。原始
的自然的生态景观，令人流连忘返。

在宝清挠力河东岸万金山上的珍宝
岛烈士陵园，是珍宝岛战役中牺牲的英
雄们安息之地。十二烈士山是全省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从未忘记来
祭奠瞻仰英雄。

境内有七星河、雁窝岛、长林岛三
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一个东升湿
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总面积732平
方公里。其中，面积200平方公里的七

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收入世
界湿地名录，是中国“白琵鹭之乡”。
龙头桥水库，宝清人称之为“龙湖”，
宽广的湖面，在青山中犹如长江三峡之
壮美。还有一座蛤蟆通水库，这两座水
库，像两块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明镜，
镶嵌在宝清大地上。最近县里用废弃后
的煤矿坑，开发出新的旅游景观“翡翠
湖”，矿坑里的水呈翡翠色，令人心旷
神怡。还有那冬季的滑雪场，像条条玉
带镶嵌在宝清大地上。

平原上的天空，空旷辽远，平原上
的土地，阔大无比。宝清的风光可入
画，可入诗，异彩纷呈。素有宝清八大
景观的“鞍山远眺”“金山晚钟”“梨树
飞雪”“龙首连云”“孤山远照”“地河
蜃楼”“双柳闻莺”“星河浴日”，这些
都是宝清古朴风光的写照。如今马鞍山
上的文昌阁，老县署的文化街，提高了
城市的文化品位。

宝清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之地
有这一角繁华，天高地阔，有自己的风
土人情。宝清人也有坚守家乡、热爱家
乡、建设家乡的豪气。宝清人还要走出
去，要有莽莽大山和辽阔草原一样的襟
怀，敢于拼搏，敢于闯荡，去开发建设
宝清，才能使这块美丽的土地更加充满
魅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政协原
副主席）

天高地阔是宝清
贾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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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歌曲选（30首）》
（艾克拜尔·米吉提编译）

▲

国
家
京
剧
院
与
中
国
移
动
咪
咕
公
司

联
合
推
出
的5 G

版
本
经
典
大
戏
《
龙
凤
呈
祥
》

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是一次弥
天大雾中的冒险行走。在行走的过程
中，会有强烈的冲动，会有期待，会有
担心，因为你不知道路途上会遇到什
么。也许会有惊喜，也许会有惊吓，但
一定是一次陌生的旅行体验。当旅行结
束时，真的会百感交集。你会回味一路
的波谲云诡，也会后怕曾经突然出现的
激流断桥。

一部长篇，如果事前都想清楚了，
列出大纲小目，标明人物情节，写作只
剩下填空连缀，这样的作品大约是僵滞
呆板、索然无味的。

所以，我喜欢即兴写作，随性挥
洒。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灵性
的作品。

《荒漠里有一条鱼》 在动笔之前，
只有一个大体方向，而前头还是一片混
沌。我已做好准备，这个故事走向可以
随时改变。预设的人物只有“老扁”一
个人。可是当我写完全书，发现作品
中居然有50个左右的人物。这些人物
都是在小说推进的过程中陆续出现
的。他们似从大雾中走出来，突然站
到面前，吓人一跳。怎么会有这么个
人？但我得承认，他或她必须出现，来
得正是时候！

这部小说跨越百年历史，出现这么
多人物并没有觉得拥挤。因为多数人物
都是灵光一现。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则是，
人物只要出现，哪怕只露一面，都必须是
立体的。他们都是这部小说家族的一员，
承载着不同的故事。有了他们，才有小说
的枝繁叶茂、摇曳多姿。从这个意义上
说，每一个人物都是重要的。

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梅云游和
老扁。梅云游是一个兼具浪荡和浪漫的
天才商人。他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奸诈贪
婪，也没有因为有钱而攀高结贵，向往
权势和虚荣。他有自己的人生信条，就
是吃喝玩嫖，逍遥一生。但在非洲撒哈
拉大沙漠，他差一点把自己玩死。当他
死里逃生回来后，在黄泛区无边的荒漠
里突然发现一个衣不蔽体的拾荒人部落
时，他的人生信条瞬间崩塌，突然泪流
满面向他们跪下了。因为他从这些卑贱
的拾荒者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韧性、强
大和高贵。从此，他不惜倾家荡产，决
心和这个拾荒者部落一起植树造林，改
造荒原。他是鱼王庄植树事业的开创
者。老扁则是梅云游的传承人。他用毕
生精力带领这个叫鱼王庄的乞丐村植树
护林，为此付出一千多人的生命代价。
日军侵华时期，为了保护千难万难种活
的几十万棵树木不被砍伐，他甚至把新
婚妻子推给日本人，妻子从此疯掉。这
是一次耻辱的交换，更是一次艰难的选
择，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树木。鱼王庄所
有人都在诅咒他，都想打死他。老扁一
生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和骂名，却没
有垮掉。他手持一根鞭子，像魔鬼一样
驱赶着那些因艰困、懒惰和饥饿无力栽

树的人，栽树栽树栽树！奇怪的是，人
们一边诅咒他，又一边服从他。许多人
因劳累和饥饿而死在工地上，立刻会被
就地掩埋，化为肥料。所以，鱼王庄从
来没有坟头。很多年后，如果发现有一
棵树特别茂盛，那下面肯定埋着一个人
的尸体。鱼王庄人太难了，可他们年复
一年从未停止栽树。在漫长的岁月里，
树林一次次被外力毁掉，他们就一次次
重新栽上。

几十年间，老扁不断用鞭子抽打着
别人的皮肉，也在不断抽打自己的灵
魂。他和鱼王庄人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和
屈辱，只为心中的那个梦想：让荒原变
成大森林！当树林又一次被外力毁掉
时，老扁已耗尽一生的心力，再也支撑
不住。他用破瓦片割颈自杀，追随愧对
一生的亡妻去了。但老扁即使变成鬼，
还是不能忘怀他未竟的事业。当他的灵
魂游荡多年重回鱼王庄，看到后人终于
把荒原变成无边无际的大森林时，老扁
哭了。

塑造老扁这个人物是困难的，评价
这个人物同样困难。我只能说，他是那
种一生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依然泪
流满面的人。

一条鱼是一个隐喻，包含着更多的
生命内涵。

中华民族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我
们并没有总是辉煌。记住曾经的苦难和
屈辱，才会让我们真正站起来。鱼王庄
人曾像荒原一样沉默，但你听听荒原的
风！鱼王庄人曾像牲口一样忍受，可你
看看那头强健的大黑牛和它的后代！沉
默不是麻木，忍受不是怯懦，恰恰是因
为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有一个更为远大
的目标！

(作者系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
会第三、四、五届副主席，电影《天下
无贼》小说原著作者)

在弥天大雾中行走
赵本夫

▲《荒漠里有一条鱼》 赵本夫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