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2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王小宁 责编/张丽 校对/宋磊 排版/陈杰 邮箱/rmzxbwhfk@163.com华夏副刊 12

万峰林是世界自然遗产，坐落在贵
州、广西、云南的大山腹地。

随着贵州省的县县通高速工程于
2015 年底竣工，去地处黔西南兴义的
游客越来越多，海内外的客人们去游览
万峰林的也越来越踊跃。几乎所有的朋
友，在碰到我时，都会眉飞色舞地谈到
他们对万峰林的观感。

我是年轻时代看到万峰林的。那个
年头，万峰林还深埋在贵州黔西南的大
山深处，无论是省城贵阳，还是名城遵
义的文化、旅游界人士，都没人给我提
起过这一景点。

记得我第一次去兴义，清晨8点在
观水路门口的省文联宿舍前出发，到达
兴义的招待所时，已经是晚上 9 点过
了。路途上整整走了13个小时。

从贵阳到兴义，那时的盘山公路里
程，共计361公里。那一年，省文联刚
刚进了一辆伏尔加小车，领导说，开伏
尔加去吧，路途上安全点。颠簸到兴义
招待所客房里住下来，我心算了一下，
平均每小时，走了30公里不到。

疲倦是疲倦，不过我一点也不懊
恼，反而觉得不虚此行。只因为一路驶
来，我翻过了花江坡，总算爬上了 72
道拐。

由于高速的开通，曾经名声很大的
72道拐，现在很少有人说了。

电 影 和 电 视 剧 《24 道 拐》 的 播
出，让人只知道贵州山路的 24 道拐，
反而把 72 道拐埋没了。其实在贵州，
翻山越岭的大山公路中，九道拐八道拐
的说法很多。我插队落户的修文县，紧
挨着省城贵阳，坐长途客车，也要翻越
一个叫作七道拐的大坡。记得好几个上
海女知青，在车过七道拐大山坡时，晕
得都吐了。

吉普车不断挂挡，好不容易盘旋着
爬上 72 道的花江坡山巅时，我们这些
坐车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连声说：

“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司机停了车，边搓着刚才紧握方向

盘的双手，边对我们说：
“第一次翻越花江坡，你们可以好

好地看看这一面的山。”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天哪，我

们看见的是一幅何等气象万千的大山的
海洋图景啊！

只见高耸的花江坡前方，一览无余
地坐落着千座山、万座峰。所有的苍山
翠岭在阳光灿烂的照耀之下，仿佛在沸
腾、在飞升，在缭绕于峰巅岭腰间的雾
岚中浮动。

花江坡太高了，屹立于群山之巅的
花江坡顶，山风呼啸着，拂动我们的衣
服。我们互相之间，只有放大了嗓门
吼，才能听到相互说些啥。

眺望着眼前千山万谷浪涌蜂浮般的
壮丽景象，我只觉得整个身心听见了一
阵阵雄浑苍凉的音乐在鸣奏。似乎有千
万个高音喇叭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
肖斯塔科维奇壮丽的乐曲从风中吹来。
又仿佛中国古典音乐十面埋伏中的马蹄
声在腾跃。

我震惊而又愣怔地眺望着大自然神
斧鬼工在眼前创造的奇景。

受到深深的震撼。
司机在朝着我们喊：“可以走了吗？”
我们几个第一次过花江坡的客人几

乎异口同声地对司机嚷嚷：
“再看看，再看一会儿！”
其实这只是万峰林乐章的前奏。
第二天午后，当我们参加完州文联的

换届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下五屯庄
园”时，隔着山野间淡淡的薄雾，如此真
切地看见了万峰林梦似的乡下好景象。

雄壮宏大的乐声又在我耳畔响起，凝
望着万峰林仙境般的景致，我又一次进入
无语的状态，久久地欣赏着这一片和昨天
在花江坡上看到时迥然不同的美景。

心中油然伴着音乐的节奏，升起按捺
不住的神往之情。

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走进
万峰林的轻绡薄绫般的云雾之中，去一探
万峰林中的神秘世界。

是啰，和贵州的大山结缘了半个多世
纪，足足 55 个年头。老天没有辜负我的
心愿和向往，以后的好些年间，我一次一
次地自远而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走
进了万峰林，把万峰林的景观看了个够，
看了个透彻。

原来这里是布依人世代栖居的家园。
千万座山峰之间的平坝地上，盛产水稻和
果蔬。挨着山路的石板坡上，顺着山势的
自然起伏，建起了一座座布依特色的农
舍。一代一代布依族老乡，在万峰林这块
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朴实
清贫的农家生活。安详自在。

脱贫攻坚的岁月中，如此大美无比的
万峰林被评上了世界自然遗产，全国各
地、世界各国的客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
来，一睹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

山水皆是画，一路都是景。春夏秋冬
的花儿不同，景色变幻，不少客人觉得作
为游客看一看不过瘾，干脆住了下来。

布依族乡亲说，这是客人们的热情让
我们吃上了旅游饭，越过了贫困线。

而今，民宿一座比一座建得更令人流
连忘返。宾馆的服务接待设施，也同大山
外面的世界接轨。脱了贫的布依老乡，欢
欣鼓舞地用他们勤劳聪明的脚步，行走在
振兴乡村的道路上。

万峰林的乐章，奏出了更为激越和令
人喜悦的音色。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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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 70 后、80 后、90 后聊起童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打造的那
些动画作品与动画形象都是绕不开的
情结。500多部经典动画作品、无数
经典动画人物形象，打造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中国童话世界”，陪伴几代
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如今，当年
痴迷这些动画片的孩子们大多都已有
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深藏心底的那
份回忆和温暖却不能忘怀。

细数每一部动画作品，都是匠心
之作，都是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
国造型的浓厚表达，比如 《哪吒闹
海》 里千年编钟的历史韵味，《三个
和尚》 中木鱼笃笃的悠远禅意，《大
闹天宫》里京剧锣鼓打击乐的独特魅
力……这些经典艺术作品的音乐，使
这些代表中国动画巅峰水平的佳作在
视觉和听觉上达到高度和谐统一，经
岁月长河而历久弥新。中国第一部水
墨动画片 《小蝌蚪找妈妈》（1961），
第一部影院动画长片 《大闹天宫》

（1964） ……上美影通过对中国民族
风格的道路探索，奠定了“中国学
派”在国际动画界的地位。

2023 年 ， 在 中 国 动 画 百 年 之
际，中国广播艺术团 （中国电影乐
团） 取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
授权，将 《黑猫警长》《哪吒闹海》

《葫芦兄弟》《大闹天宫》 等多部上
美影经典动画音乐搬上舞台，形成

《童年放映机》 上美影原版动画交响
视听音乐会。音乐会以交响乐的创
新改编为基础，囊括了上海美术电
影 制 片 厂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动 画 片 配
乐，交响乐与中国民族乐器融合对
话，板胡、唢呐、竹笛等民族乐器
轮番登场。“西风国韵”的融合之美
让动画人物在音乐的塑造下更显生
动立体，赋予其角色鲜明的个性化
和故事丰富的戏剧性。

如今，《童年放映机》 上美影原
版动画交响视听音乐会的足迹已遍
布十多个城市，每到一地都会获得
当地大朋友和小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场音乐会中，他们学习与感受

《三个和尚》 的团结协作、《哪吒闹
海》 的正义勇敢、孙悟空 《大闹天
宫》 的英雄气概、《葫芦兄弟》 的
惩 恶 扬 善 、《雪 孩 子》 的 纯 洁 友
谊，讲述 《没头脑和不高兴》 欢乐
逗趣的故事，等等。在音乐的演绎
中，孩子们聆听精彩、收获感动。

为 了 更 好 地 传 播 这 些 动 画 经
典，结合音乐会的台前幕后故事、
现场演出素材等，我和我的团队还
拍摄制作了 10 集国际交流音乐文化
微纪录片 《聆听中国动画之音》，预

计今年 6 月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 作 中 心 的 多 个 海 外 平 台 账 号 推
出。在微纪录片中，我们首次从中
国古典民族器乐的角度去诠释中国
动画的音乐文化基因，比如从水墨
与古琴融合的角度去探索中国水墨
动画片 《山水情》 的中国意境美；
从三种胡琴的不同音色去探索动画
片 《三个和尚》 里人物细腻的渲染
手法，了解中国胡琴文化；从 《大
闹天宫》 中经典的打击乐配乐，去
探索中国京剧文化精粹。值得一提
的是，我和我的团队有幸采访到几
位年过八旬的艺术家，比如著名作
曲家金复载、古琴演奏家龚一，也
采访了 《童年放映机》 上美影经典
动画交响音乐会幕后的策划、改编
作曲、演奏家、指挥家等，他们各
自对中国动画音乐文化的理解，让
我更加懂得如何展示中国动画音乐
的独特魅力。

对于这些动画经典，我们尝试
以 不 同 音 乐 演 绎 形 式 来 呈 现 给 童
年。比如去年 10 月 7 日的“运河奇
幻之夜——致敬中国动画百年上美
影视听交响音乐会”，让观众一边观
看露天银幕经典动画片，一边畅听
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原声配乐，沉浸
式地重温童年记忆。今年 5 月 3 日，
中国电影乐团还特邀北京春天童声
合唱团，带来“大闹天宫奇妙夜—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视
听交响音乐会”。

能称得上经典的，一定是经过
时间检验的艺术作品。就像上美影
的动画片，经过几十年考验，它们
依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与欢迎。而
作为文艺工作者，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在本职和履职的结合中，我觉
得我有责任用音乐的形式，让更多
人特别是青少年重温经典、守望经
典与传播经典，从经典中汲取前行

的力量。在今年 2 月，国家广电总
局新开设“重温经典”频道，《红楼
梦》《四世同堂》《西游记》……这些
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播出。按说相声是

“吃新不吃旧”，老百姓喜欢听新相
声，因为第一次听觉得特别好笑，再
听一遍“包袱”就都知道了。但是经
典的作品不一样，你明明知道“包
袱”在哪儿，你还会“乐”，觉得它
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有哲理。

当然，新时代新征程上，除了
守望经典，还要探索如何真正地创
造经典。不久前，由中国广播艺术
团 （中 国 电 影 乐 团） 原 创 打 造 的

《棒棒大狮·鼓舞京城》 中国电影乐
团 情 境 视 听 交 响 音 乐 会 在 北 京 上
演。音乐会由中、德两国作曲家联
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化视
角，其故事以擅长中国大鼓的小狮
子和它的好朋友——拉二胡的知了
弟弟、吹笛箫的小鸽子、弹三弦的
小乌龟 （中国民族乐器代表），还有
猫 咪 交 响 乐 团 拉 小 提 琴 的 首 席 猫

（西洋乐器代表） 为主要人物，展开
一个寻找乐队小伙伴，大家齐心协
力让中西音乐文化融合交流、携手
组队参加比赛的有趣故事。充满童
趣的故事、鲜艳生动的多媒体视频
画面、风趣幽默的表演、精彩绝伦
的交响乐现场演奏、妙趣横生的小
游戏互动、趣味满满的音乐知识讲
解，以及沉浸式的艺术体验，让孩
子们感受音乐独特魅力的同时，也
体悟文明互鉴之美，传递友谊与爱
心。我想，这就是经典所应释放的
一种前行力量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
播艺术团团长）

致不能忘怀的童年记忆
刘学俊

说到成熟，应该是具有独立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
立的人格。我以为用于艺术，成
熟也应该是同一个概念。

印刻多了，字写多了，只能
叫技法更娴熟了，并非艺术成熟
了。成熟的艺术应该是具有鲜明
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成熟不等于熟练，更不代表
定型。相反，“生拙”才是“熟能
生巧”“巧能生拙”的高境界。艺
术贵在“生拙”。“生拙”是归真
返璞的归宿，是“烂熟于心”之
后走向的“自由王国”，是“人书
俱老”之后的“返老还童”。正如
老子 《道德经》 中所说的“大成
若缺”“大巧若拙”。

创 作 是 我 专 业 工 作 中 的 主
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深
切 地 感 到 ， 自 己 什 么 都 控 制 不

了，比如我自己身体的变化，我
周围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和事物，
而唯一自己可以掌控的，就是我
手中的那把刻刀和那块要镌刻的
石头。我可以在没有时间或者时
间很富裕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任
意的一个地方游刃有余地去支配
它 们 —— 把 印 章 镌 刻 出 来 。 也
许，这就是我为之付出了几十年
时 间 所 得 到 的 回 报 吧 。 这 个 回
报，就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创作需要一种状态。越是想
做 好 ， 往 往 适 得 其 反 ； 越 是 放
松，出的作品越是自如。然而这
谈何容易。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
有“目的性”的，而“目的性”
本身就已经足够造成一种压力。
如 何 让 压 力 减 小 呢 ？ 我 的 经 验
是：把明确的用意当作无目的性
的；创作中尽量不使用贵重的印
材，即使用了，也在所不惜；不
要对印章达到的效果期望过高。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相对会自然
得多、生动得多。

篆刻的刀法，是印章技法中
最直接表现自我能力的载体。学
问 再 大 ， 学 养 再 深 ， 章 法 再 出
奇，书法再深谙功力，最终都要
用一把刀来表现。所以，刀法是
最需要讲究和准确无误的。印章
是 集 文 学 、 哲 学 、 历 史 、 文 字
学、训诂学、设计学、书法等多
种学科之大成的艺术，是最“见
精微”的艺术典范。而刀法是实
现这一切的唯一的也是最终的途
径。

一个人气质的纤弱或雄劲，
修养的深厚或浅薄，禀赋和性格
的深沉或浮躁，心胸的大度或狭
隘，都可以从其印章的刀法上呈
现 出 来 。 正 如 三 国 时 代 的 名 篇

《人 物 志》 中 所 提 到 的 “ 九 征 ”
（神、精、筋、骨、气、色、仪、
容、言） 一样，初见，即可识人
之端倪。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
院长）

篆刻的创作与艺术的成熟
骆芃芃

那一抹红色，
环绕过我的脖颈，
童年的味道，
才因此回味无穷。

那一抹红色，
洇染过我的少年，
队旗、队鼓、队礼，
才让我浮想联翩。

那一抹红色，
无比亲近中又异常遥远，
半个世纪的穿越，
不，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红色依然鲜艳，
红色照常亮眼。
红色沉重中有嘱托呀，

红色是希望的曙光，
红色是号角连天。

那一抹红色，
飘过峥嵘岁月，
越过群山连绵，
在波涛声里闪动，
在历史面前呐喊。

那一抹红色，
环绕着一代代的中国少年，
队旗飘飘，队鼓声声，
队礼肃静庄严，
永远的少年先锋队，
红色，驻守在我们心田。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那一抹红色
——献给红领巾少年

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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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大师·鼓舞京城》中国电影乐团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打造的部分动画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