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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与尘埃》是一本自传体散文集，所
书所写皆为他亲人和故乡的往事。正如出版人
所言：“《大地与尘埃》的写作，源于作者对
母亲的缅怀和纪念，后来又写到故土和亲人，
人物温柔鲜活，情感如静水深流，温情与悲悯
中包含着无尽的爱与伤怀之美。在作者心中，
亲人如大地广袤深沉，在生活中，又卑微如尘
埃之轻。《大地与尘埃》是一个人对故乡的情
意深长，对草木山川的致意，对挚爱亲人的致
敬，对一个叫官渡滩的朴素村寨以及所有流经
它的岁月的致谢。”

作者原初想法是“……以种种劳苦方式挣
点血汗钱，然后回到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
旧屋基上起个楼房。”但他念书实在机灵，父
亲觉得念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
是个正途。作者母亲可以说没念过一天的
书，一个字也不识，但她非常敬重念书的
人。作者对此娓娓道来：“我上了村里的小
学，成了一个学生，她 （母亲） 把我的学习
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每
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 （母亲） 搬
张小板凳坐在身旁，静静地缝鞋子。她埋头
仔细地抽针纳线，无休无止。有时候我抬起
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看着我，母子俩眼
神交汇，我仿佛得到了无尽的鼓舞和期许，
于是又安心埋头学习。”

是的，正是母亲给了他对故乡官渡滩和父
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承诺与回报。穷的力量，使
他在读书的路上坦然自如地追寻着，读完了西
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博士后，并成为研究员。当然，他后来担
任过很多重要职务，这也是他对故乡官渡滩和
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承诺与回报。

说到他的写作，犹如小蚂蚁垒大堤，用最
真挚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经历，用泥土一样的回

忆，耐心细致地塑造，还原了母亲的形象，留住
了母亲对后代无限关怀和无私的爱。

有许多朋友都说这部作品价值不在文学，而
在于孝悌。许多人读了这部作品，明白了行孝要
及时，有的赶紧打电话给家里的老人，有的赶回
家陪伴老人，以各种方式及时行孝。其实，中国
传统文化认为百事孝为先。这一点在作者笔下写
得淋漓尽致。

掩卷而思，有许多情节细节触动人心。在当
下，在很多人心目中故乡情结越来越淡漠，忠孝
节悌仁义廉耻几近遗忘之时，这部作品能够唤醒
人心最柔软处，让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亲情的内
涵，故土的芬芳和对长辈的行孝会有一种认知的
升华，让人的内心充满温暖、感恩与力量。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作家》原主编）

泥土一样的回忆
——《大地与尘埃》读后随感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
加起来有 1 亿多，土地面积有 21.6 万平方公
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
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
相互融合、协同发展。”10年来，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落地实施后，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
阶。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本人一直关注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的文化发展进程，应以文化为重
要支点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同时为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注入深刻底蕴。

我们欣喜地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 10年
来，三地在文化领域方面协同发展的成效有目
共睹，有效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做出了京津冀实践，更提供了在我国区域文化
协同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2022年，文化和旅
游部与三地政府共同主办了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这是中国艺术节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
战略，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一次崭新尝试，三地
协同办节，集中展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
略的重要成果，推动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
发展向纵深迈进；2023年，三地文旅部门联合
签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文旅营销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和《京津冀地区信用+旅游协同共建合
作协议》，并发布10条京津冀文旅科普体验线
路，提出三地要共同开发旅游线路、进行产品推
介，联手开展文旅宣传、举办数字营销活动，推
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建设“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监管联动、服务协同”四位一
体的文旅市场信用监管体系，为京津冀文化协
同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2024年春节期
间，三地以“春满京津冀 欢乐过大年”为主题，
联合举办六大系列文化活动，受益人数及文旅
经济收益再创新高，奏响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
发展的新乐章。

在调研中，本人也在思考，在现有基础上，
可以更好发挥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辐射、
带动作用，将三地特有文化进行梳理、放大、融
合，让京津冀三地在文化协同发展上更进一步，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惠及更多百姓。为此，
本着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工作切入的想法，我提
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举办京津冀文化节，为三地文化
融合提供平台。北京有浓郁的京味儿文化，天津
有特色的天津卫文化，河北有底蕴深厚燕赵文
化，三地文化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如果能有一
个定期举办的活动平台将三地文化进行展示，
这无疑会对三地文化融合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建议由三地政府共同设立京津冀文化节，
每年由一地负责主办、突出一个主题，其他两地
参与协办，充分利用三地丰富的文化设施及资
源，为三地文化的展示、融合、发展提供契机，从
而惠及更多百姓。

二是建议将北京现有三个文化带进行延
伸，有力连接三地文脉。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过
程中，北京打造了三个文化带，即长城文化带、
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目前，三个
文化带的打造，对北京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文化带的打造已经比较成
熟，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有
力延伸，对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起到纽带作用。
在长城文化带上，三地长城遗迹丰富，有天然的
协同发展基础，在保护、利用方面，三地探索出
的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而更好助力三地文物

保护工作向纵深推进；在大运河文化带上，大运河
贯穿三地境内，不论从大运河文化挖掘还是大运
河环境整体保护、提升，三地都应该更进一步、强
强联手，这样才更有利于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
发展出崭新的现代文明；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
三地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永定河同样流经三地，西
山文化从古至今也影响着燕赵文化及天津卫文化
的发展，三地也可在相关文化挖掘、保护方面协同
发力。以这三条文化带为纽带，不仅能深入挖掘文
化内涵，更能以文化为基础，助推三地经济社会各
方面交流、融合、发展，同时，在更远的将来，这三
条文化带还可以沿着地理方位不断延伸至全国更
广阔的区域，助推全国文化协同保护、发展，同时
也能进一步增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引领、带
动作用。

三是建议设立京津冀文化发展基金，为三地
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撑。文化的保护、发展不仅要
有文化人的情怀与热情，资金的保障也至关重要，
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中，三地可以联合设立京
津冀文化发展基金，基金可投向以下方面：创作以
融合三地文化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开展以三地群
众文化生活为主旨的社区活动，设计以融合三地
文化特色为主线的文创产品等。

四是建议将与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相关主题
论坛进行整合，强强联手画出最大同心圆。目前，以
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为背景与主题的论坛不在少
数，比如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云论坛、京津冀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论坛、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
论坛等等，为了提升这些相同、相近主题论坛的影
响力，建议对其进行整合、提升，吸纳进北京文化论
坛中，将北京文化论坛中原有京津冀相关内容也吸
纳进来，整合为北京文化论坛之京津冀文化协同发
展论坛版块，以这个现有平台资源及后劲来提升各
个论坛的影响力、持续性及文化水准。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10周年，我们应以此
为崭新的起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北京
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京津冀
在文化方面的协同发展，不仅为京津冀区域发展
助力，更为全国其他区域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

注入深刻的文化底蕴
张凯丽

双胞胎外孙女已1岁零10个月了。远隔
重洋，除了看手机上发过来的照片和视频外，
从未谋面。终于，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女儿
女婿、双胞胎外孙女及帮着带孩子的亲家翁、
亲家母一行六人，回国过春节了。这才有了我
这个姥爷与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有了与她们共
同生活、含饴弄孙的18天美好时光。

女儿女婿一家春节回国的计划，元旦前就
确定下来了。得知她们要回来后，一直沉浸在
期盼之中。虽然计划定得早，但是从期盼到实
现的周期感觉很漫长，反而“折磨”人。特别
是临近回国时，不是论天计，有时简直是论小
时计了。同时，迎接她们回家的准备，虽然
吃、穿、用、玩等准备了不少，总觉得时间还
是不够用，准备得还是不够细致周全。

鲁迅先生有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
如何不丈夫”，我深以为然。中国人的家庭观
念较重，是注重家庭的国度。家和万事兴。家
和，长辈与儿孙辈的和谐和睦、相处相安，是
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双胞胎外孙女的出生，比
我正式退休早一年多。年过65岁才升级为姥
爷，而且，还是双胞胎的姥爷，令我忍俊不
禁，有时梦中都笑醒了。退休了，赋闲在家，
不时看看手机里俩外孙女的照片和视频，是一
大乐趣。人老隔辈亲。因为不能相见，这种隔
辈亲，可望而不可及，真的无处安放。

飞机抵达的那天下午，我和夫人早早地到
机场迎候，迎候时我在想，夫人去值姥姥班，
赴国外带外孙女才过去半年，她们应该不会认
生。而我这个只在视频上见过的姥爷，虽然她
们能叫出姥爷的名字，但会不会认生呢？心中
十分忐忑。果真如此，当女儿手牵一双乖乖女
走出机场接站口时，姥姥一伸手，她们很自然
地牵上就走。而姥爷伸手过去，她们都在躲。

在女儿的引导下，她们喊出“姥爷好”时，一
瞬间，牵不牵手已经不重要了，亲情融化，周
身温暖，一片盎然。

血脉相连的亲情，能够很快消融时空造成
的违和。一个晚上，她们就开始主动找姥爷了。
已是“爷孙牵手相视笑，天伦之乐尽逍遥”了。

快两岁的孩子，正是牙牙学语、能初步表
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以至于睡觉中还会讲几句
不知所云的梦话。这时的她们，自我意识开始
萌芽，或多或少的认知能力使她们对周边的人
和事较为敏感，模仿能力也较强。懵懵懂懂地
看世界并与人交流中，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事发生。而双胞胎在一起，则更会演绎出许多
有趣的事。

——她们还不懂得分享，难免会对同一个
玩具、物件，甚至长辈抱谁不抱谁，表达出较
强烈的“我要”“我不要”的情绪。之前，女
儿女婿给她们立了一个规矩，共同争一个玩具
或物体时，不拥有者，从一数到十，数到十时
易主。本来已形成了一定的规矩意识，执行得
也不错，碰到不称职的姥爷，不维护游戏规
则，谁嗓门儿大给谁，规矩坏了，要么数不到
十就动手抢，要么干脆不数，直接上手。看着
她们数到十再易手，是一种享受；看着她们数
不到十或者不数就上手抢，充分体现幼儿比较
自我的天性，又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她们有时语自天成，虽然有时辞不达
词，意会之后，令人莞尔。她们对别人的帮助
会表示“谢谢”！但意想不到的是，她们接着
还会有一句：“不用谢！”“不客气！”她们爱唱
儿歌，跑调、不该换气停顿的地方换气停顿不
说，忘词时，或自言自语，或姐姐问妹妹，或
妹妹问姐姐：“怎么说呢？”在她们意识里，还
没有我、你、他的概念，称自己从来都是姐姐

或妹妹。她们常说，姥爷和姐姐（或妹妹）玩，
姥爷和姐姐（或妹妹）唱歌儿。你说，谁是谁的
姐姐或妹妹呀？！

——她们之间有个劝阻的小游戏。一个不听
话、哭闹时，另外一个就会模仿打电话的样子
说：“喂，垃圾车吗？妹妹 （或姐姐） 不听话，
来把她拉走。”别说，有时候比大人的劝说还好
使。幼儿间的小游戏，殊有别趣。

——她们带来的天伦之乐是双倍的。与她们
相处的18天，天天喜乐充盈，欢声笑语不断，
令人陶醉。一声姥爷两个调，一个笑声两个音，
一种表情两个样，一个意愿两种表达，一个儿歌
二重唱，即使是哭闹，也是双声部的。

——她们出生在国外，却有着云南人的胃，
特别爱吃米线。回昆明太姥姥家时，一天一顿米
线，不论过桥米线还是小锅米线、家常米线，她
们吃得不亦乐乎。吃到兴起，不用筷子勺子，直
接下手抓。吸到嘴里，还带着声响，像极了云南
人讲的嗦米线。吃得高兴时，边吃边乐，边吃边
喊“好吃好吃”！虽然天女散花般地洒得身上、
桌上、地上都是，吃相不太雅，刚好折射出孩子
般的纯真可爱。我真心希望，在她们幼小的心灵
里，能留下这个味蕾的记忆，留下家乡的味觉这
把开启寻根旅程的钥匙。

18天的时间，从国外到北京，北京到昆明
太姥姥家，昆明到武汉爷爷奶奶家，再从武汉到
上海出境。飞机、高铁，近3万公里行程，几乎
每天都要见到一些她们从未见过的亲戚、长辈和
我们的朋友，隔几天就换一个居住环境，日程不
可谓不紧张，身心不可谓不疲惫。本来担心她们
会水土不服，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令人意外的
是，她们经受住了随时可能出现的考验，较快地
适应了陌生人和新环境，该吃时恣意地吃，该玩
时尽情地玩，该睡时踏实地睡，健康安全地走完
了回国的第一趟旅程。

彩云易散，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过完元宵
节，送女儿一家去机场，夫人也随同她们一起，继
续值姥姥班，再去帮助照看外孙女半年。进入安检
口时，俩外孙女一句句的“姥爷再见！”“姥爷再
见！”心里一阵空荡荡的感觉瞬间涌了上来。“黯然
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句“姥爷爱你们”的话，生
生被这种感觉堵在了嘴唇边上……

回到家中，18天同双胞胎外孙女的相处的
经历，仍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在收拾她们的
寝具及散落的玩具时，过去的18天，就如过电
影一样，一帧一帧地重现。收拾之余，还得消化
掉她们留下的“父爱配方”酸奶、动物型饼干、
幼儿面包等。幼儿食品，虽然不适合我这老年人
的胃，但这个过程还是挺享受的，这是与俩外孙
女的另一种“交流”。

在美好的回忆中，我努力想象着如若明年春
节她们再次回来的近景，默默憧憬着能去看望她
们的远景……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与双胞胎外孙女相处的18天
常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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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活动，通过参观、走访、学习、座谈，
了解到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以及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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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赋能艺术发展等。

建设数字创新融合发展平台，紧跟时代
发展和基础技术革新的步伐，转变思维模
式，学习高新技术。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
在不断发展，推动形成新型网络内容生产和
消费模式，传统演艺方式也随之向数字化转
型。在演艺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在集成技
术创新、数字演艺生态变革、新文艺群体崛
起和新型演艺传播与消费方式多样化等方面
凸显新趋势和新特点。全面跟进技术发展，
坚持守正创新，把高新技术融入艺术创作演
出之中，大力发展数字化文化产业，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我想可以从这几
点来着手：坚持创意在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
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推动内容、技术、模式、业态和
场景创新。对舞台艺术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
和开发，打破从线下到线上的壁垒，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技术赋能数字
演艺生态变革。数字技术推动数字演艺业
态、场景、演出内容和表演者等演艺生态发
生变革，促进形成演艺产品丰富多样、演艺
服务体验新奇生动的数字演艺发展新图景。

呈现出蕴含深厚文化内涵、十足美学韵味和奇
幻技术特效的舞台。从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方面
拓展表现维度。融合应用可提供舞台表演空间
创新的多种可能，让舞台美术效果的呈现与艺
术剧目内容的表现更加呼应、更具情景化和生
动性。例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突破了传
统镜框式的舞台空间设计，通过地面四层转
台、空中三层轨道以及复杂而精密的数字机械
构成的空间，营造出写意山水韵味的舞台效
果，契合剧目所表达的情境。数字技术已在演
艺各环节应用，元宇宙、5G、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已经深
刻影响了演艺行业的全产业链和全流程。在创
作阶段，这些技术应用涵盖了剧本创作、灯光
音响舞美服装化妆设计、作曲、仿真排练和交
互环节设计等方面。在制作阶段，智能化管理
涵盖了舞台美术制作、流动性舞台机械制作、
布景服装化妆道具的制作，以及交互环节的制
作。

我觉得要积极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建设，
发展数字创新运营，推动文化和旅游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的数字文化产业项目，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新运
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成
为演艺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同时，加
快推进演艺事业数字化产业化，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演出演播并举。建设“云剧院”，打造

“互联网+演艺”平台，加强数字化文化艺术产
品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打造舞台艺术演播知
名品牌。探索线上消费模式，以定制化的线上
演出服务，惠及更多观众。还要创作既能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数字
文化产品。整合优质艺术教育资源，打造演艺
事业慕课平台。建设应用网络平台。依托中国
演艺创新发展联盟平台，积极建立国家级演艺
管理平台，开发全国统一的剧院管理系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女高音歌唱家）

推动演艺事业
数字化发展

刘玉婉

舞蹈诗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只此青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