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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闪光的刻痕
——徐匡绘画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徐匡
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的经典之作130余件。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表示，“中国现代版画
艺术，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对西方版画进
行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一代代优秀版画家在书籍插图
刊刻、革命斗争宣传、新年画改造以及版画本体艺术探索
诸方面，都留下了无数精品力作。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版画发挥了教育与审美功
能，更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与美学风范影响了时代审美。
徐匡，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版画家。”

“作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版画家，徐匡先生在人民
火热的生活发现理想美、劳动美、创造美，以刀笔记录着日
新月异的山河巨变，创作了大批情真意切、撼人心魄的版
画力作。”吴为山表示。

本次展览分“从《待渡》出发：光影的灵动”“探寻《大
江之源》：生活的诗意”“开拓《新路》：形式语言的强化”

“《天地吉祥》：刀笔刻绘的原版独创”4个篇章，对徐匡艺
术生涯的不同时期进行了系统梳理，展出了《主人》《奶
奶》《天地吉祥》等重要代表作品。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记
录了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徐匡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理念，观众可以从中窥见生活之美以及徐匡艺术人
生的风骨与精彩。

吴 为 山 ：抒 写 闪 光 的 刻 痕
本报记者 张 丽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组织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
果发布会暨‘一带一路’十周年学术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

本次发布会重点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
在和未来》《“一带一路”手册2023（英文）》两部成果，并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单位、出版单位从不同学
科角度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的研究进行回
顾与展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赵剑英表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加强学
术研究、理论支撑和话语体系建设，为共建“一带一路”行
稳致远提供学理支撑日益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赵剑英介绍，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一带一
路”出版工作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与创新，策划出版兼具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品种、多系列的“一带一路”主题学术图
书200余种，如《“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带
一路”手册》等，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
际影响力，未来将继续推出更多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
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的精品力作，着力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赵剑英：用学术出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谢 颖

今年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百岁华诞。近日，南开大
学举办“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叶先生祝寿。

研讨会上，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刘跃进表达了自己对叶先生的崇敬之情，他表示，自己和
众多的追随者一样，喜欢读叶先生的诗词创作，也是先生诗
词教育的受益者。他本人又更进一步，追随先生研究中国古
典诗歌，成为一名专业工作者。

对于叶先生诗歌研究的一些特点带给人们的启示，刘
跃进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与人生的关系。读叶先生
的作品，我们常常可以读出一种抱朴守静的孤独、一种独
善其身的寂寞，以及由此升华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二
是文学的功用与价值。文学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家国未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就做一件事：弘扬
诗教，滋润心灵，将文学之大用，发挥到极致。她说：“早年，
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是这样引领我的，我也要引领年轻
人。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辛苦所要做的事情。”三是读书治
学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比较的方法，二是文
献的方法，三是细读的方法。叶先生论诗，比较研究是最重
要的方法。

刘跃进表示，叶先生以她百年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文学
必须紧扣时代，文学必须触摸人生。只有这样，文学之树才
能常青，生命之光才能长存。

刘跃进：叶嘉莹诗歌研究的三个特色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手段。”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
砺锋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如是说。中华文化是地球
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时间长河中始终屹立不倒、生生
不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
将它传承下去？近日，在杭州湘湖举办的第十五届文化中
国讲坛上，莫砺锋以《文化传承与古典诗词》为题，分享了
他的答案。“现在提到文化传承，首先提到的就是古书。”在
莫砺锋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就保存在
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中。

但古书典籍浩如烟海，要读哪些？如何去阅读？莫砺锋认
为，文化传承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古籍
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古籍。“学术界要为大众提供一份从传承
文化角度进行阅读的可靠书单。”

除了《论语》，在莫砺锋研究的唐诗宋词领域里，他最推
荐读的是“诗圣”杜甫的诗。“杜甫的诗不仅是文学的经典，更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莫砺锋认为，杜甫是将“仁者爱人”的儒家核心精神，用
优美的诗歌语言和生动的生活场景表述出来。

“我们要把《论语》《孟子》，要把‘杜诗’这些文化典籍推
向社会，让它们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我相信像《论语》和‘杜
诗’这样的经典，后代读者只要认真阅读，一定会受到里面所
蕴含着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极大提升人生境界，这
样也有利于我们建设现代中华文明。”莫砺锋说。

莫砺锋：传统文化要走出学术象牙塔
本报记者 杨 雪

关于梅兰芳与胡适的两封书信来往，新近
被笔者发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涉及梅兰芳访苏
之事宜。两封信函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见
证梅兰芳与胡适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重要的第
三次出访苏联。两份信函手稿尚属首次发现，史
料文献价值很高，为胡适与梅兰芳交往的一手材
料，足证梅兰芳与胡适交往关系的递进及胡适在
梅兰芳访苏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亦可看出新旧文化人、戏剧人思想观念在时
代和历史变幻中的冲突与互融。我们不妨先将梅
兰芳与胡适的交往过程，作一梳理。

一、新旧戏剧论争的时代喧嚣：梅兰
芳的访日演出

梅兰芳出访的成功，离不开梅兰芳个人的
艺术成就和远见卓识，离不开“梅党”全力的扶
持与支持，也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熟悉
西方文化者——胡适的鼎力相助。

如果时间回到1917年3月，文化月刊《新
青年》正式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以胡适、钱
玄同、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

“新青年派”，他们认为西方戏剧是“先进”的，
中国旧戏是野蛮而落后的。

1919年与1924年两次访日，梅兰芳精湛的
技艺受到日本观众的称赞。日本重新将中国戏剧
纳入本国文化的参照系，以纠正盲目崇拜西洋的
风气。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戏剧学家青木正儿，
在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后，曾于1920年专门给胡
适寄去《品梅记》，青木正儿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文
化运动的赞同，同时也提出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
分属不同“属别”，实与西方歌剧、舞剧更为接近，
均以“歌”“舞”的创造为其舞台表达，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不能被西洋话剧所取代。

胡适在随后的回信中，称赞青木正儿的观点
“认识准确，见解平允”，并承认自己对于音乐完全
是“外行”，在戏剧论争中对于旧剧的言论破坏有
余而建设不足，是有欠公允的：“我们的能力太薄
弱了，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二、完美的“遗形物”：胡适推动梅兰
芳访美

实际上在众语喧哗的20世纪20年代，作
为东方戏剧标志性人物，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
大放光彩，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符号，不断向来
自异文化圈的西方人士展示着戏曲的独特美
感。世界各国名流来到中国，许姬传、许源来在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说道，“把逛长城，游颐
和园，访梅兰芳列入日程。”梅兰芳所居住的北
京无量大人胡同，成为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接
待过欧美各界人士，诸如奥地利小提琴家费里
茨·克莱斯勒、英国作家萨默赛特·毛姆、瑞典王
储夫妇、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约翰·杜威、伯
特·罗素等。这是美国人欧奈斯特·K·莫在1930
年编印的《纽约如何看待梅兰芳》中记录的一份
名单，其中就包括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学习时的导师——杜威先生。1919年，杜威应
胡适邀请来华讲学，本打算短期停留，因其讲座
大受北大学生欢迎，便在中国停留三年。杜威东
游期间，“他的学生胡适先生陪同他观看梅剧、
拜访梅寓。”越来越多的外国名流通过观看梅兰
芳的戏剧表演去了解东方文化，在东西交流与
对话的情景中，处于“弱势”的旧戏因不断获得
西方人的肯定而得到自我证明，胡适对梅兰芳

“也有相当的赞成”，结下深厚情谊，“无量大人
胡同之梅邸，亦时见胡之踪迹，而胡对国剧之批
评亦翻然改观矣，此诚梅之魔力也耶？”尤其在
1925年，胡适在北京“常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
的戏，很加许多的好评。”胡适因提倡新文化主
张废弃旧戏，又因与梅兰芳的友谊对旧戏颇有

“好评”，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亦招来不少批评。
1925年，胡适之所以常去看梅兰芳演戏，

则是因为梅兰芳自日本东归之后，“访美”事宜
已提上日程。

为了促成梅兰芳访美，胡适借助自己在美
国的影响力，专门“替梅大王写上许多介绍信、
给美国著名人物”，向西方宣扬梅兰芳。又在梅
兰芳的恳请下，将《太真外传》的剧情“用英、日
文字分别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在梅兰芳出
访前夕，胡适每晚在梅宅听戏，帮助梅兰芳改戏
选戏：“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
很卖气力地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
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却装之
后，很谦虚，也很可爱。”胡适主动撰写英文文章
《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发表在旧金山编印的《梅
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英文专辑中，向美国观众
推介梅兰芳。文中称赞梅兰芳，“是一位受过中
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擅长表演以昆曲
为代表的旧剧和用胡琴伴奏的皮黄新剧，他的
表演将历史上的“遗形物”以艺术的形式完美地
保留下来，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看到的。

此外，在胡适的帮助下，梅兰芳巡美演出，
得到美国学界的支持，“美方赞助人名单上，杜
威博士的大名赫然在目。”以胡适为首的“新青
年派”为推动梅兰芳访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
们参与编写《梅兰芳歌曲谱》，发表关于推介旧
剧的文章，“认识到旧剧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与艺
术品性，并站在中国艺术的审美立场为旧戏的
合理改良寻找西方的戏剧经验，拓展了中国戏
曲的世界性文化空间。”梅兰芳访美代表了一个
时代艺术精神的跃动，预示着历史将要转入一
个以中西文化对等交流为标志的新阶段。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一行22人带着
古老的中国艺术出帆起航，搭乘邮轮从上海经
日本赴美，开中国戏曲界未有之创举，在西方
文明中发扬中国之文化。启程之前，送行者名
流云集，胡适也专程赶到码头，与梅党“恭送梅
大王”。7月18日梅兰芳载誉归国，次日各界人
士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中外来
宾200余人到场，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并在
会上致辞：

梅氏游美之成功，固不必言，其尤为重要
者、则梅氏介绍中国戏剧于外人之前，使知中国
京剧之真相而免模糊之揣想。梅氏启行之前，同
人等预料其成功可待今则果然耳，亦足见梅氏
之艺术造就，自有过人之处。

三、发扬国光，争胜国际：胡适与梅
兰芳访苏

1934年3月，梅兰芳在收到苏方的邀请之
后，便着手筹备出访。梅兰芳旋即给胡适去信寻
求帮助：

适之先生：
好久不见了，这大热的天，想您的文章一定

少做几篇。听说北平今年多雨，您院里的松树一
定长成可喜了。前一个多月，我在开封唱义务戏
赈灾，很想绕回北平见见您。没想到苏俄又来电
报使我不能不回上海筹备出国的一切。我这次出
国是先到苏俄后到欧洲各国。苏俄这次是先来好
些电报，由国家戏剧协会接洽一切，依照工程师
待遇，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现在大概十月必须到
莫斯科。于欧洲除法国已有国家大戏院略有接洽
以外，其余还未接洽我。这次出国当然是极谨慎
的准备。希望能比上次赴美更有相当的结果。但
是我希望前往的第一希望是想得到您一篇对我
此次出国的见解。我终以为，上次美国有若干成
功实是由于您的一篇文章的指导和引起美人的
兴趣。所以我这次又想于这大热天，来求您费半
晌钟的功夫，给我们一个启示。想您一定能允许
我的请求，因为这事的筹备很繁杂，所以齐如山
先生特地由北平赶到上海来，他这几天要回平
了，还想到府上奉看先生。

确定访苏时间为1935年3月15日，在莫斯
科表演五日，在列宁格勒表演三日，演出结束之
后梅兰芳即可赴欧陆之游。

但笔者新近在梅兰芳纪念馆发现一封胡适
致梅兰芳、冯幼伟信函，信中涉及胡适促成余上沅
的具体信息以及完整记录，兹具录如下：

幼伟、畹华两兄：
此次因十四日有一个会，所以赶回来，在天

津没有耽搁，所以没能够和仲述谈话。上沅兄是
常见的，昨天他收到了幼伟兄的信，他带来和我
商量，他在基金会方面从今年十月起就可以有休
假半年至一年的权利，只因会中经费不充裕，所
以未曾有所决定。

依此间休假办法，他可以得全薪，但问题在

于旅费。他和畹华兄出去，旅费当然不成问题，我
已把你们的意思略告他了，但他亦愿意知道详情
的，有下面的几点：

1.畹华赴俄，何时出发？在俄住几时？
2.在欧洲各国游历去查共计若干时？拟游若

干国？
这几点确定了，他才可以计画（划）他的旅

程。大概他的意思还注重和畹华同游后，他自己
还能有一点时间在英国作半年上下的研究，所以
他要先知道畹华在苏俄及欧洲的时限。

关于同游的事，我们谈话的大概是1.他可以
同往苏俄。2.他可以同畹华在欧洲各中心游历考
察戏剧艺术情形。3.在上述两项同等时期，旅费及
生活费由畹华方面担负（个人零用当然由他自己
担负）。4.畹华回国后，上沅自己留在英国，他计画

（划）至少留学半年，现方筹画（划）此项经费，中基
会方面能津贴他多少，此时当未能确知，故他专项
计画（划），此时当未能具体决定。

我所能报告的，大致如此。
你们已得了悲鸿兄的同行，若能和他面谈

一次，或可将在欧各国游历情形大致决定。此时
要注意的一点是夏季各国都不是戏剧、歌剧、音
乐的节季，剧场虽不全停，大要无最精彩的东西
可看。

忽问
大安

胡适上
廿三，十一，廿六

在胡适的大力推荐下，余上沅正式加盟梅
兰芳剧团，成为访苏演出的副指导，发挥着沟通
中苏的重要作用，在访苏之后的游欧，也一路陪
伴着梅兰芳。

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先后在匹次堡卡内
纂大学戏剧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剧
文学和剧场艺术专业，谙熟西方戏剧。

余上沅认为：“‘国剧’决不能当做代表中
国唯一的戏剧，而将新话剧屏诸洋剧外剧之
列。盖中国今日决不能学闭关时代，故步自
封”，梅兰芳对余上沅的观点大为赞同。在经过
访美之后，梅兰芳已“开眼看世界”，他站在中
国艺术的立场，提倡旧剧在发扬自身的艺术表
演时，应提倡借鉴西方话剧、新剧之优点，弥补
在思想观念上轻视或缺乏现代意识之不足，扭
转沦为声色表演之倾向。

1934年的除夕，冯幼伟特地到上海与胡
适晤面，“谈梅畹华出国事”，当天夜里，张彭
春、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等人在国际大饭店
济济一堂，共商访苏。新文化人与热爱旧戏的
梅党，各自抛开先前的偏执，托诸戏曲表演，俾
其文化交流，以比较互现的慧识眼光，将中国
戏曲成功推向西方，蔚成多元戏剧体系之重要
一元。除夕夜话，辞旧迎新，围坐团圆，也预示
着1935年梅兰芳“研究剧艺，发扬国光”的访
苏之行，序幕已缓缓拉开。

新旧戏剧论争对中国戏曲进行猛烈的抨
击，对传统艺术“矫枉过正”的伤害已是客观事
实。但梅兰芳在时代的喧嚣中，谨守戏曲艺术
的本真，从古典文化中吸取智慧，通过访日、访
美、访苏等活动，维护旧剧的存在尊严，同时也
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激活旧剧的创造性生
机，扩大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生命空间。胡
适在梅兰芳三国出访演出中，亦经历了戏剧观
念的变化，从立足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立
场，斥责旧剧为无用的“遗形物”，到为积极推
动梅兰芳的访美、访苏，他也逐渐发现旧剧应
有的价值，倡导通过借鉴西方戏剧的优处，以
知识学的建构来维护中国戏剧的尊严，真正建
立起中国戏剧的学术体系，提升民族艺术的精
神，并在跨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将中国戏曲
融入世界戏剧的体系中去。

（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本文发表
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胡适与梅兰芳的交往推助戏曲跨文化传播
——从胡适与梅兰芳的两封重要书信谈起

刘 祯

大作曲家施万春先生去世了，与黄永玉
先生一样，他是我此生中仅见过两面，却影响
了我一生的人。

1979年春节一过，我便从桂林来到了北
京，来找老师上课。我是1975年开始“北漂”
来北京学习唱歌的，为期近一年。在那段时间
里，曾先后考取过总政军乐团和中央民族歌
舞团，但由于当时我家有“海外关系”的原因
都未能成行。但也因此“诱惑”我向往北京的

“贼心”便不死了。在那个年代里，本来初中毕
业的我是要到广西的边境种橡胶的，不料阴
错阳差我竟考上了文工团学唱歌。父母教诲
我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必须咬牙坚持也
要走下去！加上自己知道自己的声音条件不
是最好的，因此在学习上我格外刻苦。当时
我同时在向林俊卿先生学“咽音”，向李培良
先生学“乌音管”，向曾渭贤先生学“哼鸣”，
向张权先生学“面罩”，向方应暄先生学“开
小口”。因为那时候所有的音乐学院都停办
了，所有的学习只有靠这一种在社会上“漂
泊”的方式来解决。自1975年后，我每年都

从桂林来到北京，来找老师学习。记得1979年
那次来京，在方老师那里上完课后他对我说，
他们总政歌舞团正在招生，以我现在的水平，
可以去试一试。他给我安排了两首歌，一首是
俄罗斯的民歌《三套车》，一首就是施万春先生
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

隔天下午3点我就去了新街口小七条九
号的小院二楼考场。当时总政歌舞团有个庞大
的声乐教研组，那天方应暄、王萃年、杨彼得、

龚敏、邓文杰等先生都在。他们听完了那两首
歌后就让我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陆德
培副队长就通知我考取了，连复试都没有复
试。后来我才隐约知道，是在场的团政委洛辛
听完了我唱《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后，当即表
示，这个孩子乐感好，一定要留下。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是一首怀念周恩来总
理的歌。是施先生为柯岩先生的一首诗谱的曲，
开头四句是：“假如我是一只鸿雁，我将展翅飞上
九天，去看望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可曾为我们又
把白发增添。”我记得那次唱的不是“日夜思念”，
而是没改过的“两年不见”。也许当时还正处在周
总理刚去世不久的那个历史阶段吧，我还记得唱
到这里时我流泪了，估计是洛政委被我打动了。

施先生那几年很红，一首他为电影《青
松岭》谱写的歌曲，由蒋大为唱火了的《沿
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几乎成了所有男高
音的必唱作品，我也在演出中多次翻唱。加
上知道了他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
要作曲家之一，尽管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
他，却对他崇拜得不得了。

碰巧的是，1981年秋中国唱片社广州分
社正为我录制独唱专辑的音乐编辑黄美娟老
师也是施先生的铁粉和铁哥们，便介绍我去和
平里找他，请他为我写歌。于是我便去了，那是
第一次见到施先生。

施万春先生是典型的北方人体格，堂堂正
正的国字脸，一头披肩长发颇有贝多芬似的形
象。印象中他不苟言笑。见到我很认真地听我说
完了来意后说了三句话，一句是“哎呀，我很少
写声乐作品呀”；第二句是“你可以录《送上我心
头的思念》啊”；第三句是“你再去广州时一定要
代我问黄美娟好，就说我很想念她。”

后来因为此歌与整个专辑的风格不搭所
以没有录用。等再见到施先生时，已是在1984
年后了。他那时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当主
任，我恰好在作曲系音乐文学专业读书，我们
见面后很高兴呢，记得他应该也是对我说了三
句话，一句是他没有忘记对我说他很少写声乐
作品，第二句是因此他对至今也没有完成黄美
娟的任务表示了歉意，第三句是当他知道我读
的并非唱歌专业后，还特别对我说了“学声乐
的人学学非声乐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成长过
程”。最后的这句话，同样影响了我的一生。

大千世界，有些人一辈子在自己的身边晃
悠是缘分，有些人萍水相逢，或是只见过一两
面，却能让你记住他一辈子也是缘分。尤其是越
来越多与自己有缘分的人正在离自己而去，常
常是悲从心中来。人生真的是很短暂，我们真
的是在“悲欣交集”地面对着短暂的一生。

怀念作曲家施万春先生
郁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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