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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请您谈谈 《诗忆东
坡》的创作初衷与定位。

景小勇：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创作 《只
此青绿》《诗忆东坡》等所始终坚守
的初心。《诗忆东坡》是继《只此青
绿》 之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对古
老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
次充分发掘整理，也是一部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艺术手段、现代审美理
念紧密结合的探索之作。相比 《只
此青绿》，《诗忆东坡》 在表达方式
上更加面向国际。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三苏祠时
曾指出，“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
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
重要例证。”苏东坡的出众才华、家国
情怀和旷达精神，是中华文化和人类
文明的宝贵财富。用创新的形式和思
维在舞台上表达，是希望让东坡精神
得以更广泛传播弘扬，让世界更加了
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人的有益之
举。因此创作之初对 《诗忆东坡》 的
定位，就是要创演一部具有现代性与
国际性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

出于作品的初始定位，这部剧选
择了具有海外艺术背景的核心主创。
总编导沈伟、音乐总监陈其刚、编剧
郭长虹、灯光设计萧丽河和书法设计
杨涛等，都是业内成就卓著且认真负
责的艺术家。演员团队也是精挑细
选，长时间认真磨炼，始终保持业务
精湛。创作团队更是深入基层、严格
把关，致力于创作精品。主创团队深
入四川眉山等地采风学习，翻阅研磨
大量宋代相关典籍，定期开展艺术讨
论和交流。同时还邀请专家团队保驾
护航，冯双白、张晓凌、郑晓莘、吴
洪亮等各艺术领域专家都为作品的准
确表达和精彩呈现提供了颇有价值的
真知灼见。

记者：您曾谈到，《诗忆东坡》 重
在表现东坡精神，而不只是东坡故
事。这部作品在内容、形式上有哪些
新的探索？

景小勇：《诗忆东坡》继承对外文
化交流的传统，思考立足中国传统文
化、对标国际市场和国际审美的表
达，向世界介绍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这部剧共分为六幕：“事如春梦
了无痕”“千古风流人物”“夜来幽梦
忽还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且将新火试新茶”“一蓑烟雨任平
生”。这部剧以诗词为线索，以舞蹈为
语言，辅之以音乐、书法及舞台艺术
手段，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
个层面与多种形式，但其基本语汇是
现代舞，涉及中外艺术形式融合表达
的问题。特别是 《诗忆东坡》 的主题
是东坡精神，不只是东坡故事。精神
本身是抽象的，舞蹈本身也是抽象
的，这就决定了 《诗忆东坡》 所要表
达的思想和所使用的形式都具有较高
艺术性，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储
备和审美基础，特别是对苏东坡的精
神世界有所了解，对舞蹈艺术有所认
识，才能更为准确地捕捉到这部舞剧
的核心与精髓。

现代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在国际
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用符合国际视野
的现代舞艺术形式表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力求向世界观众呈现一个心境
旷达、济世爱民、笑看人生的真实东
坡形象。《诗忆东坡》是在向世界讲中
国故事、讲中国人，以实现交流互
鉴、美美与共，因此其所呈现的现代
舞形式，受限于国内观众的了解、接
受程度和接受习惯等，在一定时间内
也许不会像 《只此青绿》 那样受到广
泛接受和喜爱，这可能是正常的事
情，但这一步必须要走。

记者：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自成立
以来便积极服务于对外文化交流。在
促进文化交流、深化文明互鉴方面，
您有怎样的思考？

景小勇：提高站位，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发展，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是国有大团的艺术担当和艺术责
任。因此，东方演艺集团在创作方面，
始终将作品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全面
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开放包容，无
论纵向的时间维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精华，推动中国精神的国际表达，还是
横向的现代艺术形式和文化交流文明
互鉴，推动外来文化本土化，都是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这就需
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严谨认
真、负责任的创作态度，积极探索舞台
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作为“文化使
节”和“文化名片”的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在新的时代履行新的文化使
命，我们愿意当文化艺术交流互鉴的
试验者、探路人、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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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4 枚印章里追忆东
坡留存于世的多面人生底
色，悠悠古琴、巨幅古画中
舞不尽千载诗情，苏东坡的
思想精神穿越时空缓缓而来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出品的
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日
前在上海首演。这是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自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破圈”以来，充
分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又一部探索之作。《诗
忆东坡》的创作初衷与定位
是什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在深挖传统文化资源、促进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方面积累
了哪些经验，有哪些新探
索？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景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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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或接近成熟的艺术家的
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准确地选择与自
己心灵共鸣的题材不断深入开掘，或
直抒胸臆或曲折婉转，或浓墨重彩或
轻描淡写，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
潜意识深处的诗思灵光反复歌咏，多
侧面多角度加以聚集，继而让读者受
到感动感染，直至震撼。

科尔沁乡党、蒙古族诗人阿古拉
泰，应该视为具备这种气质的一位艺
术家。他刚刚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
本书，散文集 《谁是这个世界的富
翁》、诗歌评论集《诗意的栖居》，剩
下的三本都与诗歌有关，更离不开草
原意蕴。一本是歌词选 《白云的故
乡》，另外两本便是本文论及的诗集
《随风飘逝》和《青草灯盏》。收到五
本书后，整整一个下午我被阿古拉泰
拉进了草原，带进了他的乡情乡思乃
至几缕乡愁之中，为他的家国情怀、
民族情感和赤子情思所感动。如果说
《随风飘逝》显示出阿古拉泰大气磅
礴诗风的话，《青草灯盏》则着眼于
细部描写，从青草意象入手，反复歌
吟，把一个蒙古族诗人对青草的观
察、描摹和歌咏推到某种极致。青草
在阿古拉泰笔下，是个体的卑微的生
命，又是群体壮阔的存在；是诗人的
自诩，也是想象无限的载体，所以读
到他的青草味儿十足的诗句，你不可

能不心向往之。
“一棵探头探脑的小草/嫩得让人心

疼”“有一棵青草紧紧地/攥紧了大地的
脉搏”具象中又有极大想象的空间。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在草原，在
戈壁，在城市水泥的缝隙间/像一棵草
一样行走，用自己的瘦，用自己的小，
用深绿色的骨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雨来了，不打伞，风来了，就顶着风迈
步/像一棵草一样行走，不能在泥土中
扎根就在石头缝里跋涉/像一棵草一样
行走，无所畏惧，默默地就走成了时光
的样子……”

忍不住摘录下全诗，我觉得每一笔
每一画都属于草地上的一块草坪，不忍
去切割、破坏它的完整性。草如果能行
走的话，也应该是阿古拉泰想象的这般
模样，但我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深意。草
的意象让我想起人民，想起苦难，想起
生存的艰辛，还有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甚至联想到鲁迅先生的《野草》。

此外，如古人论诗所云，诗有佳句
照眼明，在这本以青草为主人公的抒情
短诗中，小令般清新的诗句举不胜举，
读时眼前为之一亮，继而拍案叫绝，相
对于《随风飘逝》中大量粗豪壮阔的政
治抒情诗而言，《青草灯盏》显示出阿
古拉泰炼字炼意的一流功夫。一首小
诗，便是一幅小画，一段小曲，在迎接
春天的跌宕起伏中带给人愉悦和美感。

譬如他在《一朵花的呼吸》中开头一节：

正午的阳光下 一只蜻蜓
把梦焊在了一朵花上
微微颤动的翅翼 像是
花蕊均匀的呼吸

这里有色彩、动作，还有“焊”在
花上的梦！好一个“焊”字！蜻蜓落花
的日常小景，陡然充满浓郁的诗意。

阿古拉泰写 《纸上的草原》，称
“每一行字都会长成一棵青草/我在纸上
放牧着牛羊”。他把自己的写作进行富
有民族特色的阐述，同样的工作，在上
一首诗中他这样比喻：“诗人的劳作，
不亚于/露水在一朵花蕊上/轻轻地行
走。”因此青草意象游动在阿古拉泰的
笔下，是充实沉重的，又是轻盈灵动
的，青草可以是明亮甚至忧伤的，也可
能把天空、星星及看不见的命运掩埋在
一棵草下面，博大而辽阔。在阿古拉泰
笔下，青草是鲜活的，他认真地写道：

“青草是有眼睛的/只要有一棵青草在你
心上也就够了”。他用一棵青草的祝
福，深绿色的祝福，说道：“一棵青草
的祝福 微不足道/却闪着晶莹的露
珠。”

至此，我感到自己读懂了蒙古族诗
人阿古拉泰的心灵，“青草辉煌/大地安
详”，青草存在，载我所爱；青草无

边，诗思无垠；草原上走出的阿古拉
泰，就这样把青草写到极致，完成了自
己在诗集 《青草灯盏》 中所能尽到的
责任。

《青草灯盏》让我想起童年，想起
远去的温馨记忆，想起土地、农舍、蒙
古包和勒勒车，还有奔跑的小马驹，缓
缓行进的温顺的羊群。快乐的牧羊犬，
以及白云蓝天下一个跑动着的身影。他
从童年跑到中年，从草原跑到城市，现
在他仍在奔跑，他把自己当成一棵小
草，移植在城市钢筋水泥的缝隙里，但
他其实早已不是小草。蒙古族诗人阿古
拉泰用刚刚出版的五本著作，告诉我
们：这棵拥有青草梦幻、提着青草灯盏
的诗人，已成长为一棵壮硕的大树。

大树会记住自己种子时的憧憬，更
感谢承载他身躯的土地，阿古拉泰这种
感恩的情怀，尤其令人感动。青草伴诗
意共生，与大地同在。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把青草写到极致
——读阿古拉泰《青草灯盏》《随风飘逝》两部诗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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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在《江芦的咏叹》这本散文
集中的文章，写作年代跨度超过半个
世纪。可以说，这是我大半世人生的
足迹和心路历程。

这本散文选，是为年轻的读者朋
友们选编的。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走向
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读我的这些散
文，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个曾经和你们
一样年轻，一样心怀文学梦想的写作
者。我当年走上文学之路，只是因为
阅读和写作使我的生命变得充实，使
我的生活变得丰富，使我的人生有了
期盼。我认为，喜欢文学，喜欢写
作，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成为
一个人的生命伴侣。

我从小爱好文学，阅读带给我的
快乐，使我毕生都回味不尽。在当一
个阅读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
己将来也会选择以写作为生，没有想

过我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觉得作
家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他们历尽沧
桑，登临绝顶，俯瞰人生，是一些思想
深刻、感情丰富、才华横溢、想象力过
人的人，他们是灿烂遥远的星辰，可望
而不可即。

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在崇明岛“插
队落户”，每天夜晚，独自面对着一盏
飘摇不定的油灯，我开始在笔记本上涂
鸦。我写生活的艰辛、干活的辛苦，写
我的饥饿，写我的困惑和憧憬，写大自
然对我的抚慰，写我周围的人物。我没
有想过这些文字会有读者，更没有想过
我这样写下去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只是
觉得在孤独和困苦中写作，不仅排解了
我心中的惆怅和苦闷，也使我的日子变
得充实，使我的生活有了一种寄托和
期盼。

当社会进步到个人能够由自己选择
职业时，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写作。我觉
得，我适合于当一个写作人。因为写作
带给我快乐。尽管写作的状态不可能永
远如江河汹涌，一泻千里，有时写得艰
涩而苦恼，有时写得夜不成寐、食不知
味，其中所有的甘苦，对一个写作人来
说，都是快乐。有些快乐即时可感，有
些快乐却需要事后体会。

我写作，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
说，有感情要倾吐。在人群中，我是
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讨厌喋喋不
休，也常常无法把心里话流畅地表达

出来。我以为，内心世界的纷繁缤
纷，用嘴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
的，还好，还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可
以写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
的魔匣，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
乐，装着天上地下的荒诞幻想，装着
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有些
人，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这只魔匣，
而写作人却可以不时打开这魔匣，让
里面装着的精灵自由地飞出来，飞向
辽阔的世界，飞向陌生的心灵，使心
和心的距离由遥远变得亲近。

我写诗，也尝试写小说，但写得最
多的是散文。我喜欢散文这种自由不羁
的文体，可以随心所欲抒写日常生活中
的喜怒哀乐，写我看到的风景、听见的
天籁，写我观察到的世态万象，写我感
受到的人间真情。我认为，在所有的文
学样式中，散文是和现实生活，和作者
的心性最为贴近的。散文的灵魂，是
真，真的情感，真的描述，真的见识和
思索。散文看似容易写，但写好很难。
如果你没有真诚的态度，没有对生活和
人性的独特见识，没有对文字的敏感和
追求，哪怕写成千言万语，恐怕难脱庸
琐凡俗。

写作促使我思索，使我激动也使我
平静。作为一个写作人，我必须睁大了
眼睛观察世界，探索人性，也不断地审
视自己。写作使我更深切地认识人生，
使我能在喧嚣中保持心灵的宁静。写作

也使我保持新鲜的想象力，拒绝精神的
衰老。生命之树，因文学的相伴而
常青。

我50多年的写作生涯，其实每一
行文字，每一篇文章，都在记录描绘时
光的屐痕。岁月的脚步声，由近而远，
又由远而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
之过隙，忽然而已”。而这个“忽然”，
既是眨眼过去的瞬间，又是无穷无尽的
停留和延续。

我以《江芦的咏叹》作为这本散文
集的题目，不是简单地为了纪念我青春
时代的经历和遭遇。故乡崇明岛上的芦
苇，迎风而长，清秀曼妙，却无比坚
忍，风雨雷电，冰雪霜寒，都无法摧毁
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冬去春来，生生
不息。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
芦苇”，这比喻使我感到亲切。以芦苇
比人，喻示人的渺小和脆弱，其实，可
以作另外的解释，人性中的忍耐和坚
毅，恰恰如芦苇。在我的诗文中，芦苇
是有思想的，它们面对荒滩，面对流
水，面对南来北往的候鸟，舒展开思想
之翼，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我当年在
乡下所有的悲欢和憧憬，都通过芦苇倾
吐了出来。想起这大半辈子对文学的追
求，感觉自己就是一棵历尽风雨的芦
苇，世界发生的变化很大，而我依然是
那棵芦苇。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瞬间和永恒
赵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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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芦的咏叹》

王阳明研究一直是学界的显
学，也一直偏重其思想研究的一
面。随着新的研究维度出现，将中
国历史放在世界发展的横向比较上
进行比对研究，王阳明的学术研究
也在不断拓展和纵深。不少研究者
开始重视王阳明在文学艺术上的成
就，发现了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
王阳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李衍柱
新著 《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 就
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该书从
文艺学理论视角对王阳明的文学成
就进行了整体阐述，提出“王阳明
是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
家”的命题。全书系统全面地整理
研究了王阳明的文学艺术成就，爬
梳剔抉，在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对话
中探讨阳明思想的民族性与世界

性，对王阳明研究既有重要的拓展之
新，又有寸积铢累的史料之功。

《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首次提
出和论述了王阳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
独特贡献，全面展现了其诗学理论与
创 作 实 践 。 该 书 阐 述 了 王 阳 明 的
（1472-1529）一生，这个时期正是人
类文明发展史上“文艺复兴”的繁盛
高潮时期。可以说，王阳明是一个与
哥白尼、哥伦布、达·芬奇生活在同
一时间维度上的东方文化巨人。他不
仅是中国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
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也是
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家。王阳明的文
艺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脉
络相呼应，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维度
的问题，这是王阳明本身的思想源泉

所造就的。阳明心学发展了“为天地
立心”的理论命题，把人提到天地鬼
神万物的主宰的高度，基于“天地万
物本吾一体”的宇宙观，生发出“人
人皆可成圣”“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
之所同”的普遍人性的认知，系统阐
发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良知是
心之本体的观念，突显与肯定了人的
价值和尊严。“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
中最具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主张，
王阳明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的观
念，反对身与心、心与理二分，肯定
情和欲的存在，尊重人的个性与价
值，这些判定和观念与文艺复兴的思
想原则与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本书选入和辑录的内容包括与艺
术家的宇宙观、价值观、美学观和方
法论直接相关的阳明心学体系的有关

论述，关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思想修
养、立志、学习、戒傲、养气、立
诚、自得等的论述，还选入了经过业
内专业人士考辨所保留下来的诗作
（诗、赋、散文、散曲等） 783首。有
四言、五言、律诗、绝句等形式多种
多样，抒情诗、哲理诗、山水诗等风
格独特。王阳明的辞赋闳肆隽伟，意
蕴深厚。王阳明对艺术创作、审美、
批评有着独特的见解。

《文艺复兴时代的王阳明》一书通
过严谨翔实的资料考证，精要而全面地
反映了王阳明一生丰富的文艺实践活
动，呈现出王阳明在思想家、哲学家之
外文学家的风采与成就，拓宽了王阳明研
究的视界，发现了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的
独特性，揭示出王阳明的诗学理论、艺术
创作和鉴赏主张，阐释了王阳明文艺活动
始终贯彻与践行其心学思想的特点。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王阳明：不竭的思想源泉
于青

书苑随笔书苑随笔

艺界艺界艺界 有声有声

▲《诗忆东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