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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论艺谈文谈文谈文

委员委员委员 说说

文化文化看看看

近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携

“新时代的三部曲”碗碗腔现代剧

《骄杨之恋》、秦腔现代剧《楷模

村》和《生命的绿洲》进京汇报演

出。其中，《骄杨之恋》和《楷模

村》均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

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作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戏

曲团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用“新

时代三部曲”展现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坚持现实主

义创作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坚持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的优良传统。本报记

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

研究院院长李梅，于精彩剧目中探

讨新时代戏曲的传承发展之路。

“在传承中创造：造型·表演·
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展”日前在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呈现了第
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陶艺家朱乐耕的数十件代表作品，通
过沉浸式场景再现和经典原作陈列，
回顾朱乐耕近40年陶艺创作的发展
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现代陶艺

“在传承中创造”的旅程。展览共分
两个区域，第一展区展出艺术场景系
列作品 《生命之盒》《花的三重境》
《莲之镜像》《花的精神》《荷·莲·
韵》，为观众、表演者、互动者提供
了可参与可进入的以现代装置建构成
的艺术场景空间；第二展区为文献
展，展出的是朱乐耕从20世纪80年
代开始的每个阶段的代表性陶艺器

皿、雕塑、绘画等作品
朱乐耕表示，陶瓷艺术是很古老的

艺术，原始社会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随
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陶瓷艺术、材
料、语言、文化内涵也一直在向前发
展，特别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又展现
出新的变化和样貌。朱乐耕介绍，展览
吸收了国际上关于陶瓷艺术最新的一些
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同时结合当下的
互联网传播特性进行了一些富有实验性
与交互性的艺术呈现方式。“将中国本
土化的艺术精神进行当代延伸和发展，
建构新时代中国式视听艺术与美学场景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期将传统的陶瓷
艺术语言与当下最新的互联网、数字技
术手段结合，创造新的陶瓷艺术样
式。”朱乐耕说道。

（张丽）

第十一至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陶艺家朱乐耕：

探索建构新时代中国式视听艺术和美学场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民族地区
在党和国家惠民政策的帮扶下，群众
收入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长期深入边疆地
区进行美术写生、教学等工作的全国
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王珂曾在《关于以助力新时代边疆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为着力点，强化文
化艺术服务基层功能的提案》 中提
到，相对于城市和内地而言，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农区和牧区，群
众文化艺术的活动形式和呈现方式有
待进一步提升，人们对高质量、多样
化的优秀文化的需求更加凸显。

王珂表示，文艺工作在加强城乡
文化艺术交流和助力新时代边疆民族

地区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上大有可为。为此，要完善各级文艺
机构团体到边疆民族地区志愿服务的长
效机制，如通过“基层党支部结对共
建”等形式，建立文化艺术采风实践基
地，强化服务功能的持续性，不断提升
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对形式多样、内
容精彩的文化艺术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同时还可以“专业帮扶”形式，加强边
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农区和牧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所）的文化艺术专业指导工
作，帮助提炼发展当地诗歌、绘画、音
乐、舞蹈、戏曲、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典型，挖掘和培养当
地文化艺术人才，助力区域乡村文化振
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郭海瑾）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珂：

文艺助力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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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平凡而伟大的精神

文化周刊：“新时代三部曲”进
京演出获得热烈反响，请您介绍一下
这三部戏分别有什么特点？

李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
去，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碗碗腔现代剧《骄杨之恋》以杨开慧
烈士大气磅礴、悲情壮丽的人生故事
为主线，以独特视角展示杨开慧从认
识自我、寻求自我、实现自我，到牺
牲小我，成全大我——“用生命拥抱
死亡，用死亡礼赞生命”的心路历
程，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与信念
的崇高品格，面临生死抉择时体现出
来的信仰力量和人性光辉。该剧于去
年荣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实现了
继秦腔、眉户之后，陕西又一地方戏
曲剧种碗碗腔在国家级奖项平台上零
的突破。

把脉宏大主题，聚焦现实性，是
时代画卷与历史视野的统一。从脱贫
攻坚走向乡村振兴，中国广大乡村正
发生着历史性变革。秦腔现代剧《楷
模村》以陕北绥德郝家桥村为原型，
艺术再现了从“陕甘宁边区农村楷
模”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陕北
乡村，跨越时代变迁、走上致富之路
的生动实践和深刻变化，反映了党带
领基层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
同富裕的时代精神。

秦腔现代剧 《生命的绿洲》 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几十
年来耕耘在毛乌素沙漠上的诸多“平
民治沙英雄”为原型，讲述了在党的
领导下，一批治沙英雄创造了毛乌素
沙漠从“千年沙漠”到“万里绿洲”
的人类生态奇迹的故事，歌颂了锲而
不舍、坚韧不拔、勇担使命、不畏艰
辛、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这是
我院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又一
硕果。

文化周刊：为什么叫作“新时代
三部曲”？其内涵是什么？

李梅：这三部戏均是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下，聚焦平凡而伟大的
精神，同时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创作展

现新时代发展成果、描绘新时代精神图
谱的优秀剧目，进而满足人民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

同时，这三部剧目以戏曲艺术讲述
中国故事，继承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
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以观照时
代、观照主流、观照高尚的题材选择，
彰显戏曲关注现实生活的经验优势，从
而呈现中国形象、中国精神，所以被誉
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新时代三部曲”。

此次进京演出具有高度实践意义和
理论意义，代表了新时代戏曲人学习、
领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以及关于文艺
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出的硕果。

为古老剧种注入生命活力

文化周刊：三部戏题材不同，剧种
也不同，在创作上是怎样考虑的？

李梅：作为一个具有多剧种的国有
文艺院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非常注重
地方戏曲艺术宝库的积累，延续并创造
着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古老剧种永不
衰竭的生命活力。三部剧目都以人的最
基础的现实需求来推进戏剧性创作，这
种现实主义直接关注到了人生存的严
峻、艰难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光芒。而
剧种风格、剧院风格，以及西北独特的
自然人文风格，则形成了作品的风格。

《骄杨之恋》选择碗碗腔剧种，首
先是因为其委婉细腻的风格，很适合开
掘《骄杨之恋》中杨开慧的女性形象；
其次，碗碗腔剧种切合《骄杨之恋》中

“恋”的主题。我们试图避免将杨开慧
塑造成一个概念化的、“钢铁战士”般
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
肉有温度的女性；最后，1956年戏曲
研究院把《金碗钗》中的《借水赠钗》
搬上舞台，变皮影为真人表演，并在表
演动作、唱腔、乐器演奏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下，使碗碗
腔登上了“真实的艺术舞台”，堪称陕
西戏曲史上的一大创举。此后，研究院
还先后创作了碗碗腔《蝶恋花》《红色
娘子军》《杨贵妃》等剧目，创造了一
个时期的辉煌。我们也想通过《骄杨之
恋》为碗碗腔剧种注入新的生命力，让
碗碗腔剧种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楷模村》和《生命的绿洲》都选
择了在西北乃至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
秦腔。因为这两部戏都是讲的陕北故

事：一个是跨时代的楷模村故事，一个
是一家四代的防风治沙故事。两部剧目
内容非常丰富、厚重，具有很强的艺术
张力；两部剧目体现西北人民的命运、
性格、情感也非常深刻；两部剧目符合
西北人的审美习惯，适合秦腔大开大
合、热耳酸心，慷慨激昂的艺术气质。
另外，为了让剧目更加好听好看，我们
在淳朴中蕴含精致，在创作中融合了陕
北民歌、陕北说书，甚至陕北剪纸等地
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

文化周刊：您在《骄杨之恋》中饰
演杨开慧，在《生命的绿洲》中饰演何
玉芳，在您看来这两个人物有什么共
性？您在塑造人物时是如何思考和创
作的？

李梅：《骄杨之恋》中的杨开慧和
《生命的绿洲》中的何玉芳，一个是家
喻户晓的革命英雄，一个防风治沙的陕
北婆姨，虽然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形
象气质相差甚远，但是，在我看来，这
两个人物实质上都是人民英雄。

在杨开慧的塑造中，我力求表现一
个“不一样”的杨开慧，不仅仅是塑造
杨开慧的英雄形象，而且更侧重于通过
她的身份讲述英雄背后的故事。她是一
名普通党员，具有母亲、妻子、女儿等
多重身份，是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有
肉、有情怀的独立女性，在英勇无畏的
另一面还有着女性的柔情似水。杨开慧
作为妻子对爱人的爱恋，作为母亲对孩
子的慈爱，作为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作
为一名战士对信仰的忠贞、对祖国对民
族对人民对土地的眷恋，从这些特质展
现杨开慧认识自我、寻求自我、实现自
我，最终达到忘我舍我的成长轨迹，为
观众呈现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从小我成
就大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革命战
士的人生历程。

《生命的绿洲》中的何玉芳是一位
防风治沙的陕北婆姨。这是我第一次
接触农村题材，也是第一次演农民。
这个人物和我的生活比较遥远，为了
塑造好这个形象，剧组多次前往陕北
采风，与治沙英雄面对面交流，深入
挖掘人物的精神特质。我除了在形
态、动作上与人物靠近外，更注重的
是，打磨自身的光鲜与精致，实现与
人物灵魂上的共通，力求打造出一个
崭新的农民英雄形象。

守正创新展时代风貌

文化周刊：这次演出线上线下同时
进行，效果很好，您有什么感受？

李梅：这次进京演出不仅赢得现场
观众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新时代
三部曲”在京直播观看总人数突破
7567万人次，创下陕西戏曲线上观看
人数的新高，是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
的。另外，“新时代三部曲”进京的演
出，不仅得到了央媒、省媒等众多媒体
的广泛关注和集中连续大篇幅追踪报
道，还被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
体纷纷转发，为传播陕西文化和中华文
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剧目想要
既让观众爱看，又受主流媒体关注，就
要做到守正创新，“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始终坚守戏曲的本体性，秉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时，坚
持与时代同步伐，着眼当代生活，观照
当代人的情感与审美，展现新时代发展
成果、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文化周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
文化传承发展，对于戏曲的传承发展，
您有怎样的思考？

李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担负
起的新的文化使命。要紧扣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目标，坚定文化自信，践行

“两个结合”，坚持创新创造，努力以新
举措新成就推动文化文艺工作高质量发
展，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

中国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新特点对戏曲艺术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的课题。戏曲创作始终与党和国家、人
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坚守社
会良知、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具有

“为人民服务、为时代讴歌”的光荣传
统。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一部优秀文艺作
品的内核，也是以创作安身立命的文艺
团体所应追求的方向。这一点，从“新
时代三部曲”的创作中我深有体会：大
力弘扬时代精神，积极引领美学品位，
作品才会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共情
共鸣。

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我将时刻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定理想
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把事业放在心
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积极发挥领军人
物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历史
文脉、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
献戏曲力量。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
合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规划》。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和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建
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举措。
《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强化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
提升环境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
化旅游融合、加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
五大重点任务。这五大重点任务，都
围绕着“黄河文化”这个核心。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流经
9个省区入渤海，孕育出河源文化、
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
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共同
构成绚烂的黄河文化谱系，这个文化
谱系就是中华文明源流的精神图谱。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第
一批国家公园，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成为国家战略。在济南主持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为黄河永
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
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充分考虑地域广泛性和文化多
样性、资源差异性，实行差别化政策
措施”。就是说，在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中，黄河文化谱系应该成为
根本遵循，但不同省份的建设任务要
因文化特质的不同而异，不能一刀切
和同质化。比如处于黄河晋陕大峡谷
主河段的山西，被誉为华夏文明摇
篮、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和中国古代
建筑宝库，应该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为建设主旨，承担起华夏文明源流的
主题展示、佐证和起源研究，使山西
全域成为一座巨大的华夏文明博
物馆。

我曾多次到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
遗址调研。陶寺遗址是华夏先民所创
造的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
的，经测定，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300年至1900年之间，是中国新石
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形态遗存。考古发
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王墓，恢宏的
宫殿，独立的仓储，官办的手工业
区，还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许多专
家学者据此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
的都城，是当时华夏部落联盟的中
心、国中之国——最早的“中国”。
这一发现对华夏文明在黄河中流流域
的发源、国家形态的产生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我也曾深入山西沿黄4个地市进
行专题调研，充分感受到黄河流域的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

富集。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每一
个重要节点上，都有丰富的文化遗址留
存，应成为山西在《规划》的指导下建
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突出资源性、展
示性、研究性的参考。

在不断的调查研究中，我深深感
到，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在加强中
华文明认同的基础上，建设世界文明互
鉴的重要高地，进一步彰显中华文明永
续发展的特质，这就要求我们守正创
新，在搞好建设的同时更要讲好黄河故
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创建故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
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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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曲艺术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本报记者 谢颖

《楷模村》剧照

▲《生命的绿洲》剧照

▲《骄杨之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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