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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会犯
错误，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吾始于人也，听
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
行”（《论语·公冶长》）。犯错误不要紧，重要
的是要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两个途径，一
是别人发现，听取别人的批评；二是自我发
现，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
七大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即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
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
评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有无认真的自我批
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
的标志之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原因在于共产党掌握着真理，

“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
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
是在我们方面”。在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
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
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
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在于
共产党胸怀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个人私
利和小集团利益，“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
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
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
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
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
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
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
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

毛泽东充分论证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重要性。首先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论证，认为
党内存在着矛盾，“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
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
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
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
生命也就停止了”。而“共产党内的矛盾，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认为社会
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
盾，“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
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对于人民内
部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
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
法”。

同时，从现实角度加以论证，认为党的
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任何政党，任
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
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
速，越彻底，越好”。更重要的是党内存在着
各种错误思想和做法。在红军时期，“共产
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
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
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
思想以及盲动主义残余，“这对于执行党的
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
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
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延安期间，党内存
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的
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
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
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
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新
中国成立以后，党内经常存在的是官僚主
义问题。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成
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
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给财政人民委
员部》）。1953年 1月，毛泽东以中央名义
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
纪”的文件，印发各地各部门执行。1960年
3月，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专门起草了“反
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文件，明
确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
又生了”，要求各地各部门“创设条件，使这
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还以房子和人脸为喻体，生动
形象地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
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
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
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
该打扫和洗涤”。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打扫
和洗涤灰尘，当然，不是打扫房子的灰尘和
洗涤脸上的灰尘，而是打扫和洗涤政治灰
尘和微生物，“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
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
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
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
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
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
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

党内工作中缺点以及思想上错误的主要方
法。1957年 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说：

“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
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
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
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
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主要方法。1962年 1月，在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
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
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就个体而言，
是要治病救人，帮助党员尤其是干部克服工
作缺点和错误思想，“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
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
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
的方法”。那么，如何治病救人呢？“好像医
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
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
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
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
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
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
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就影响而言，是为了惩前毖后，使得个体不
会因小过而犯大错，更不会重犯同样的错
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
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
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
些”。集体则可通过他人的缺点错误，吸取
经验教训，避免犯他人犯过的缺点错误。就
整体而言，有利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我
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
风”。有利于增进党的团结，“我们主张积极
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
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
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有利
于增强党的战斗力，“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
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毛泽东不仅创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
论，而且找到了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效
途径，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
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
动员讲话，“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
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
始；1945年 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味着延
安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思想动员；第二阶段
是整顿三风；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整风的
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
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
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是发表了《改
造我们的学习》，指出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
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这些都是极坏的
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
同志”。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
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
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
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次是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着力
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有对党内的宗派主
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
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
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
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
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
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后是
发表了《反对党八股》，“党八股这个形式，
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
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
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强调，整风
是一个整体，要通盘考虑，综合推进，“我
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
股也给以清算，那他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
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
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最后的‘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
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
就容易消灭了”。

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党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而且实现了党内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
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
了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党
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找到了运用批
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实践途
径和可靠载体，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夏 海

近日，2023天府书展正式开幕。“一曲在淬炼中成长的正气歌
——张平长篇小说《换届》新书发布会”在书展上举办。张平的《抉
择》曾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23年，《换届》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联合四川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换届》主人公杨鹏风华正茂，有情有义有担当，是在一线成长
起来的优秀干部。作为年轻的副省长杨鹏受命到临锦市考察民生
状况，他深入一线，见到了许多料想不到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小说把握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动态，描述组织部门在甄别、选拔、任
用干部中必须具备的胆识与魄力，书写干部在风浪中的成长。

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
作家张平的长篇新著《换届》是一部题材独特、具有现实意义的作
品。几年间，张平从构思故事、确定主题，到交出文稿，夜以继日，几
易其稿。整部小说承载着作家的人生积淀，凝聚了他多年从政的经
历及从事创作以来的深刻感悟，希冀唤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
注和反思。

张平一直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和
艺术价值，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创新。《换届》更是超越了他以往的反
腐作品，在文学方面显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

“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发声”是张平自创作以来所坚持的重要
原则。看过他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熟悉基层生活，始终关注的是
当下时代、当前社会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从《天网》到《凶犯》《孤儿泪》《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
再到《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所有这些作品，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素
材和人物原型。张平说，之所以执着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这些作
品里面的人与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张 平 ：为 人 民 写 作
本报记者 杨 雪

中秋前后，台北的戏剧院人声鼎沸。
10点左右，更有大批观众从剧院奔出赶往
侧边，团团围住后台出口，像在等候巨星现
身。年轻学生居多，也有相互搀扶的长者，
其中更有近95岁高龄的杜月笙长女被媒
体认出。何来这般盛况？原来都是来看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李胜素领军的国
家京剧院访台六场公演。

疫情前国家京剧院每年都来台演出，
每次都是盛况空前。今年也很特别，不仅热
烈，更是沸腾，因为是“疫后第一团”，更是

“访台三十年”。以往每年相约看国家京剧
院是习惯、是仪式，谁知“当时只道是寻
常”，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几年，蓦然回
首，惊觉距当初第一次来台竟已30年！

30年前，1993年，是很多戏迷赏戏生
命中的重要切换点。这一年，国家京剧院首
次来台，规模盛大，从台北中山纪念馆演到
台中、台南再回到台北，近百人的团队在台
巡回演出近一个月，第一次现场感受京剧

“真人”，而在袁世海、杜近芳、刘长瑜、杨秋
玲，还有如今已是台湾国光剧团音乐指导
的李超等这么多前辈名家中，当年才32岁
的于魁智是小年轻，但他的《打金砖》《文昭
关》艺惊四座。《文昭关》是于魁智参加全国
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的得奖成名作，《打
金砖》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与台湾观
众的“定情之作”，在2005年发挥了更为关
键的作用。当时台湾传大艺术公司周敦仁
先生一度想停办，于魁智贴出《打金砖》，原
欲以此与台湾告别，不料戏迷争相走告，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京剧院票房全满，
谢幕时观众挤在台口，声声呼唤“要再来
呀！”“一定要再见！”于魁智抱拳环顾四周，
深情望向每一位观众，感人的场景使台湾
传大艺术公司决定续办，直到疫情前。

30年后，时光流转，此番再来于魁智
竟已60岁出头！这次仍贴出《打金砖》，自
己担纲前半部分的《上天台》，后半部分边
唱边翻边摔的《打金砖》交给弟子刘垒。一
出戏见证时代变迁，艺术超越一切，当务之
急是传承！

李胜素原在河北省邯郸京剧团，后调入
山西省京剧院，因京剧《廉锦枫》获得最佳表
演奖，被国光剧团第一任艺术总监贡敏老师

慧眼相中，建议周敦仁先生邀李胜素来台与
于魁智搭档，不久后李胜素调入国家京剧
院，“当代京剧最佳黄金搭档”因传大艺术公
司邀演促成的。台湾观众何其有幸，看着于
魁智“长大”，目睹李胜素“诞生”！

我们每年看的不只是戏，更是人，剧场
里随处可听到这样的对话：“素素更漂亮
了”，“于先生比去年瘦了，太忙啦”！有一阵
子于魁智过于操劳而有黑眼圈，戏迷们心
疼着急，纷纷打听药膏寄送，来年再来喜见

他双目炯炯有神，戏迷“争功”，都说
“是我的药有效”！

正是这份情深意切的真诚交
流，国家京剧院来台形成“传奇”。

30年后的今天，再次来台，演
出上有两大特色：一是六台大戏中
有四场重现30年前首度来台盛况；
二是向台湾观众展示传承的成果，
于、李二位让新秀和自己分庭抗礼。

哪四场戏与1993相同呢？除了
前文提到的《打金砖》，还有《杨门女
将》《霸王别姬》和《龙凤呈祥》。

《杨门女将》首演于1960年，同
年拍成影片。当时翻拷的影片里，杨
秋玲（穆桂英）23岁，王晶华（老太
君）24岁，等到1993年她们亲自站
上台湾舞台，竟都已是年过半百几
近花甲，台上台下一样唏嘘感慨。当
时我在中山纪念馆发现采药老人不
是影片里的毕英琦，一时无法接受，
台前幕后疯狂寻找打听，才知他早
已去世，当时竟泪如雨下，大家都以
为我认识他，怎么可能呢？但这份沧
桑有谁能理解？

而今又过了30个年头，杨秋玲
已登仙班，李胜素也正好是当年杨秋
玲访台的年龄，带着学生朱虹分饰穆
桂英。朱虹早已独当一面，已随李胜
素来过多次，台湾观众已对她产生感
情，这次饰演中段穆桂英，扎大靠主
演“母子比试”，戏份不轻。百岁太君
郭瑶瑶是年轻一代的老旦翘楚，嗓音
高亢，气势惊人。全场喝彩不断。

第三出与30年前相同的戏码
是《霸王别姬》，李胜素带来另一位

更年轻的学生褚沣怡，与自己分饰虞姬。褚沣
怡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没多久，嗓音扮相都
与李胜素有几分神似。《霸王别姬》前半段虞
姬的戏份不多，但出场的引子“明灭蟾光，金
风里，鼓角凄凉”已足以“定生死”，戏迷一听
便可掂出分量，李胜素让学生演虞姬的前半
段，可见她对徒儿的信心，也可看出老师如此
贴心地让得意门生循序渐进缓缓与台湾观众
结缘。30年前的霸王与虞姬李嘉林、杨秋玲
都已仙逝。物换星移，后继有人。

第四出与30年前相互映照的是《龙凤呈
祥》，1993年由冯志孝饰乔玄，杜近芳饰演孙
尚香，袁世海饰演张飞。30年后是杜喆、李胜
素、胡滨，刘备仍是于魁智。此剧行当齐全，经
常当作整档演出压轴，于魁智请同来的马派
老生朱强扮演第一主角乔玄，自己谦虚饰演

“男二号”刘备，我们心中的于先生就是这样
一位心胸宽广、有气度的暖男，不愧称为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

此行除了朱虹、褚沣怡两位梅派，另外还
有两位年轻旦角：程派吕耀瑶主演《锁麟囊》
《六月雪·探监》，张派刘梦姣主演《大保国》。
看到这次宣传有《大·探·二》，许多戏迷不由
得会心一笑，这是于、李和台湾观众的“小秘
密”。于魁智、李胜素认真敬业，从无疏漏，但
疫情前在三人轮唱《二进宫》时竟有一点点误
差，虽然很快接回，但艺术家必定极为懊恼。
当时谢幕三位深深鞠躬之后，竟回身取出朝
笏、铜锤、喜神，全部重唱一遍。观众惊喜感
动，直言“赚到”。因为演出中不能拍照录音录
像，谢幕却开放，这段精彩的“鱼咬尾”可是正
大光明的录音录像，真是大赚。于魁智从没说
过为何有此误失，近期才从侧面得知当时身
体不适，抱病登台竟不向观众作任何解释，艺
术家风范令人敬佩极了。

杜喆与王越是此次演出的最大亮点，他
们不是第一次来台，早有知名度，但是在此时
此刻征服戏迷，别具意义，因为“访台三十”是
历史时刻，人生能有几个30年？国家京剧院
却能持续来台30年与台湾观众结下深厚情
谊。我们看着于魁智“长大”，目睹李胜素“诞
生”，而后一同期盼青壮辈与新秀绽放光芒，
年华似水，艺术长青，京剧就是这样代代相
传。当我取出1993年首次来台杜近芳、孙岳、
杨秋玲的录像与今日之于、李对照时，总想着
若干年后必定也有已老去的戏迷对着后人追
忆2023年的“访台三十”。因此在此郑重呼
吁，热切期待能出版访台演出的现场录像光
盘。虽然这些骨子老戏早有录像甚至数字电
影，但台上台下互动交流的深情蜜意，投射凝
聚在戏里，使戏的情味更深更浓，两岸共同缔
造的“传奇”，必须录像存证。虽然今年时机已
过，但“三十之后”又是新局面的开启啊！

（作者系台湾大学讲座教授、国光剧团艺
术总监）

忆“访台三十年”
王安祈（台湾）

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出品的民族交响原创歌剧《莫高窟》被改编为音
乐会版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莫高窟》通过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
下的命运变迁，描绘出西域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生活画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阐释歌剧《莫高
窟》的创作意义时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创作素材和源泉，民族交响歌剧《莫高窟》以丝绸之路为背
景，以敦煌壁画为题材，通过小人物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宏
大的时代主题——只有国家的安定，才有人民的幸福。这部作品不
仅凝结了传承久远的丝路精神，也承载着深厚的中华审美，是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国庆长假期间，将
民族交响歌剧《莫高窟》以音乐会的形式再次搬上舞台，为广大观
众奉献一台具有民族性的经典剧目，是中国广播艺术团作为国家
级院团的责任和担当。”刘学俊坦言，歌剧《莫高窟》曾于2018年首
演，无论是素材选取、剧本编写、音乐创作、演员呈现，还是舞台景
致和服化道的设计，都生动还原了唐代历史及风土人情。“这样一
部优秀的原创作品，我们应该不断地去演出，让老百姓能经常欣赏
到，而不是演过之后就束之高阁。”刘学俊说道。

此次上演的音乐会版《莫高窟》将原有曲目进行筛选，保留了
全剧精华，提炼了核心唱段，演出涵盖“大漠一曲舞胡旋”“妙笔生
花绘伽蓝”“铁马金戈犹泣血”“敦煌绝恋咏千年”四幕。刘学俊表
示，下一步将把歌剧《莫高窟》制作成组曲，选取最精华的旋律再度
浓缩，推动经典作品常演常新。

刘学俊：唱响丝绸之路上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张 丽

近日，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活动之一“走进叶广芩的儿童
文学世界——《猴子老曹》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秦岭深处的曹亮沟里，金丝猴王老曹带着猴子猴孙钻天入
地搞破坏，把人气得人牙根痒痒。可猴子们又有情有义、可爱至
极，它们能在关键时刻助人逃离险境，也能在平淡日子里与人彼
此守望。唐安村的小女孩秀儿与猴子们有着深深的牵绊。寒冷的
冬日，她会跟爷爷一起带着吃食去投喂饥肠辘辘的猴群；当村里
组织的“圈猴”行动，要把老曹一家一网打尽时，她冲进包围圈，
帮猴群重获了自由……《猴子老曹》是叶广芩扎根秦岭完成的创
作，书中展现出了多彩神奇的大自然和生趣盎然的人生世界。作
为“动物与孩子”系列作品之一，叶广芩用她的文字带领读者走
进秦岭，领略秦岭迷人的自然风光，感受秦岭人豁达通透的精神
气质，思考动物与人的关系。

在发布会上，叶广芩回忆了自己在秦岭九年不少难忘的生活，她
表示，中华文化是自己创作的源泉，作为作家必须要对传统文化有所
了解，要深入到基层，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作品。

叶广芩：中华文化是创作源泉
本报记者 谢 颖

▲ 2023年，中秋节当天，王安祈（中）与于魁
智（左）、李胜素（右）在台湾的剧场里合影。

▲ 图为 1993国家京剧院第一次访台，中为于
魁智。左为迄今与国家京剧院合作 30 年的台北传
大经纪公司负责人蓝雅菁，右为于魁智的粉丝。

日前，以“中华经典诗词与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
词论坛在诗圣故里河南巩义举办。论坛上，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振振从诗歌创作、诗歌发展史观、诗歌创作主
张、唐人的“当代诗”的经典化等多方面论述了中华经典诗词要传承
更要发展。

他认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对于文
化学习的需求日益突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诗词热”和数以百万计
的“诗词人口”、每年千万首的诗词数量，正是这个需求的表征之一。

钟振振对于当代诗人词人及其所创作的诗词有传承又有发展，
但是否“经典”、能否“经典化”的疑问，钟振振表示，他从事古典诗词
的教学与研究40多年，同时也从事诗词创作和当代诗词的评论评选。
他认为当代诗词确有“经典”，也一定能“经典化”。前提是要给时间让
它们“沉淀”，要有足够多的“伯乐”把“千里马”挑出来。“经典化”的工
作，不是少数人、短时间便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的努力并持之以恒。当务之急，是披沙拣金、煮海为盐，编选各种高质
量的当代诗词选本，撰写一批批高质量的评介、鉴赏当代诗词精品的
文章，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当代诗词文学史。

他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为例解释，在一个“诗词接句”环节，
钟振振作为学术总顾问之一从古诗词经典中挑选三句，让观众接
写下句。他挑的第一句是清人赵翼《论诗》诗里的“江山代有才人
出”。原诗全文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遴选最佳接句的过程中，他读到一位观
众的接句是“我辈登临正少年”，顿觉眼前一亮。诗词中的“文化自
信”，气盛言宜。他说，如果中国年轻人都有此壮志，何愁中华民族
不秀出于世界民族之林？何愁当代诗词不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而发展成为新的经典？

钟振振：既要传承 更要发展
本报记者 郭海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