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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艺文丛谈

21 世 纪 样 样 事

情加紧节奏，而文学

却是按部就班，无法

僭 越 每 个 阶 段 ， 虽

然 ， 电 子 技 术 生 产

出“倍速”，但不还

是 要 识 字 ， 阅 读 ，

以 及 阅 读 的 背 景 ，

就 是 历 史 地 理 人

文 ， 更 重 要 的 是 ，

思 想 的 推 进 方 法 ；

科 学 是 针 对 客 观 时

空 ， 而 文 科 则 是 主

观 的 ； 科 学 将 存 在

抽 象 化 ， 我 们 的 兴

趣 则 在 具 象 ； 科 学

追 寻 必 然 规 律 ， 我

们 相 信 偶 然 性 ——

似 乎 ， 我 们 将 涉 入

的 世 界 完 全 不 是 为

我 们 语 言 文 字 的 专

业 作 准 备 的 ， 我 们

的 学 习 、 研 究 、 思

考，迎头就是颠覆。

我 暂 时 将 这 个

新 世 界 称 作 AI， 因

为 人 人 都 在 谈 论

AI， AI 代 表 了 革 命

进 步 ， 它 曾 经 是

“ 未 来 世 界 ”， 有 趣

的 是 ，“ 未 来 世 界 ”

原 来 是 文 学 艺 术 的

果 实 ， 如 今 成 为 现

实 ， 又 反 过 头 来 向

人 文 学 科 “ 叫 板 ”，

言 称 将 要 替 代 我

们 ， 这 很 像 中 国 寓

言 里 猫 和 老 虎 的 师

徒 关 系 。 那 么 多 不

可 想 象 的 事 情 变 成

真 实 ， 我 们 有 什 么

理 由 不 相 信 这 一 桩

呢 ？ 问 题 在 于 ， AI

能 使 人 幸 福 还 是 不

够 幸 福 ？ 学 习 的 乐

趣，想象的乐趣，思辨的克服困难的乐趣，未知向

已知进取的乐趣，是不是作为代价向 AI 换取了劳

动时间？

关于幸福的观念是个古典的命题，我们的民间

传说的结尾，往往是——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

活。习以为常，我们渐渐忘记幸福这终极问题，还

因为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它们将一切价值都拆分，

拆分，最后，把自己也拆分了，就好像 AI 一旦上

手，具备自我学习的能力，终将把自己也解构了，

在此，艺术又一次引领了现实。当幸福的目的模糊

了，我们是否还能够创造另一个目的，说到这里，

又一个问题来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建设第二

手的生活。不是被自然本能推动，而是后天的人工

的需求，暂且不论可能不可能，从理论上说是好是

不好？那么就涉及到标准，以什么来决定呢？是人

类的本性吗？在 AI 一统天下的情形下，“人”这东

西变得可疑，又谈何“本性”！古典的价值变得危

险，现代的呢，则是茫然的。

然而，就当我一味气馁，说出这许多不争气的

话，忽然发现，其实我就在从事人文的工作，文学和

艺术的工作，那就是在假设的前提下推论，使用语言

文字的工具。新近放映的电影《奥本海默》，我注意到

一句话，奥本海默描绘量子力学的时候，这样说道：

“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是虚空的——由微小的能

量波绑和而成。”什么是能量波？奥本海默接着说：

“巨大的吸引力，大到足以使我们相信，物质是固体

的……”发现没有，奥本海默在使用语言，还有修辞，

我的意思不是说语言文学只剩下解释科学的功能，

我甚至不能确定这世界是先有语言再有事实，还是

先有事实再有语言，我只是企图让诸位想象一下，没

有语言的世界有多么的沉寂和无味，在这沉闷中能

产生出怎样的幸福感？那么，我们就要来讨论什么是

幸福，事情兜兜转转又回到起源，在这瞬息万变的新

世纪，又仿佛有一种不变，这不变，应该是我们人文

科学的核心，所以，我们的选择没有错，走下去也不

会有错，一定！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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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带领我创办十年的香港弦乐团

与新加坡指挥家叶聪携手，举行了“弦系

27 载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的“弦系 27 载”

主题，是为了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

27 周年，最后我们加演了 《东方之珠》，台

上台下一共有 150 多位年轻音乐家，和孩子

们一起演奏。希望通过这首名曲的青春演

绎，更多地鼓舞香港作为“东方之珠”，再

次出发，再创辉煌。香港弦乐团今年已经踏

入第二个十年，十年多来，乐团的青年音乐

家进步很快，他们坚持中华文化之根，把音

乐的正能量传递给香港市民，传承给年轻朋

友，传播到海内外。当天，香港观众反应非

常热烈，我们最后谢幕了五六次，观众还不

愿离开。当然，十年的乐团还是一个非常年

轻的乐团，青春对于一个乐团也是一种精

神，需要继续保持广阔的国际视野，大胆尝

试的勇气，真正做到青春不散场，去更大的

舞台创新和表现。

当年我创办乐团的初心也正在于希望传

承这种力争上游的青春精神，更希望香港特

区的年轻一代传承中国心、香江情。一方面

是我一直致力于将代表中华优秀文化的民歌

改编，用西洋乐器演奏，并带到香港学校，

让孩子们从中了解、喜爱和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另一方面也希望把香港特区的孩子们和

青年音乐家，带到国家舞台，带向世界舞

台，展示中国风貌，讲好中国故事。

1997 年 回 归 前 我 来 到 香 港 成 家 定 居 ，

我 的 人 生 是 与 回 归 后 的 香 港 一 起 发 展 成

熟的。

我不仅在 1997 年回归演出时有幸见证

历史时刻，之后每次大年的庆祝，我也都有

幸参与。近年来，每年香港回归庆祝，我都

会率领香港弦乐团举行庆祝音乐会，用音乐

表达喜悦的心情。2021 年香港弦乐团庆回

归的专场演出，压轴曲目我选取了定居香港

的作曲家王福龄作曲的 《我的中国心》。这

首歌曲是上世纪 80 年代先由“香江才子”

黄霑作词，再由王福龄谱曲，1984 年香港

歌手张明敏在央视春晚演唱此歌，表达了海

外游子盼望回到祖国怀抱的心情，立刻火遍

大江南北。歌中唱道：“流在心里的血，澎

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

了，我的中国心。”只有在异乡生活过的游

子，才知道家乡的温暖，以及祖国强大的重

要 。 在 “ 七 一 ” 庆 祝 回 归 25 年 的 重 要 时

刻，传承中国心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心一直

也是我音乐之路的底气和源泉。

音乐往往能让情感直抵人心，通过音乐

能够让年轻一代更加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了解传统价值的真善美。我作为两届全

国政协委员，特别要感谢全国政协长期重视

香港青年的发展，也协助香港孩子登上国家

舞台。去年年底，我带领我创办的香港亚洲

青年弦乐团的三个香港孩子，代表香港特区

参加全国政协 2024 年新年茶话会的文艺汇

演，这也是首次有香港孩子走上全国政协的

演出舞台，意义非凡。三个孩子中还包括生

活在艰苦劏房中的孩子李靖甫，劏房是香港

贫困基层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房租昂贵，

不少家庭只能居住在一个单位分割的狭小空

间内，最小的只有几平方米。能从劏房最终

走上国家舞台，特别要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特

区的支持，感谢国家对于年轻人的支持。香

港年轻人始终是香港的未来，同时也肩负与

全国同胞共同投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责

任。香港一些生活在劏房的基层孩子同样需

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社会责任，早在 9

年前，我率领香港弦乐团与香港赛马会开展

音乐能量计划，我们免费教授基层孩子音

乐，点亮他们的人生，这在香港是开创性

的。这些香港孩子通过音乐学习和演出，受

到鼓舞越来越自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我相信香港特区的孩子走上国家舞台，

必定能鼓励他们更好地继承中国心香江情，

更好地讲好“一国两制”。

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

优势，国家也在各方面提供更多的舞台给予

香港特区的孩子们。今年春节，在央视春晚导

演组的支持下，我也协助香港的两位小朋友，

7 岁的彭颢尧和 8 岁的钱思澄登上了春晚的

舞台。他们在民歌串烧节目《我的家乡我的

歌》中演唱了粤语童谣《落雨大》，活泼可爱的表

演萌翻全场，这也是香港特区的孩子第一次登

上春晚唱粤语歌，堪称一个里程碑，体现了国家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视和关爱，相信对于香

港特区的下一代也是极大的鼓励，让他们看到

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光明的未来。

这个节目以爱家乡为主题，就是弘扬对自

己文化之根的认同，从小处来说，就是在小家

庭中感受温暖，从大处来说就是爱国家，感恩

家乡的哺育，感恩国家的关爱。“此心安处是

吾乡”，让孩子们从小在文化艺术中汲取这种

流传千年的情感和精神，正是传承中华文化之

根的最好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

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

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

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文化艺术力量在促进交流

合作，提升发展质量，激发创新动力方面具有

巨大的力量。我在艺术和教育方面长期坚持的

也正是文化自信，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新。

我曾经率先代表香港特区到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演出。去年 11 月，我又率领香港弦

乐团前往中东欧国家巡演，其中 11 月 9 日在希

腊的音乐会被中国大使馆纳入中希文旅年闭幕

演出内容。我们在中东欧的多场演出座无虚

席，当我们用西洋弦乐演奏中国民谣

《放马山歌》 时，感受到海外

观众的热情和喜爱，全场

观众加入我们一起呼喊

“ 唷 吼 ”， 我 觉 得 他

们 真 正 理 解 融 入

了我们的优秀中

华 文 化 。 加 演

《我 爱 你 中 国》

时，很多华侨都

跟着演唱，很多

人 都 流 泪 了 ， 还

有一位外国观众上

来 与 我 激 动 地 握 手 ，

他表示欣赏完乐团的表

演，他更加热爱中国了，也

想到中国香港去看看。我觉得我

们演奏传承中华文化的中国民谣，就是

要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要让世界欣赏和认同中华优秀

文化。如果全世界的艺术家都乐于演奏中国作

品，我们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就真正融入

了千家万户的民心。

最近纪念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百年诞辰

的系列活动在香港举行，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武侠梦，而在我看来，“侠之大者”就是

“我心依旧”，而这种淡定、从容和超然，离不

开的就是内心成长的家国情怀，重情重义，这

也就是每一位香港同胞心中的“中国心香江

情”，只有这样才能抵御人生路途上的颠簸与

苦痛，不断向前，创造香港更好的明天。

香港特区如今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新

时期，按照国家部署香港也正在积极建设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如何做好文旅融合，如何

做好海外传播，文化艺术如何与科技发展相融

合，相互赋能，探索新路，对我们来说都是新

课题。文化是每个人的根，传承中国心香江情

也是抓住了我们的根，我很希望继续坚持通过

音乐，能够让我们年轻一代更多了解我们的

根。只有守住我们的根，才能开出鲜艳的花

朵，才能真正融合中西，洋为中用，在世界上

更好地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

中国心 香江情
姚珏 （香港）

当梅兰芳大剧院或人民剧场散戏之时，

我总是裹在离场的人群中，因为没人认得我

是谁，所以我便可以“偷听”观众对国家京

剧院演出的真实反馈，无论是顺耳的赞誉，

还是刺耳的批评，这种发自内心的、毫无顾

虑的、自然而然的话语，弥足珍贵。

京剧，如果从 1790 年“徽班进京”算

起，迄今已经 234 年。

新时代这十年，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讲话，再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运而

生，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

了新时代，搭上“文化快车”正驶往未来。

聚光灯下百花齐放

近年来，国家京剧院坚持策划一批、创

作一批、上演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秉承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整理改编移植优秀传

统戏“三并举”剧目方针的同时，开拓改编

经典名剧、经典名著的“两改”思路，潜心

创作新作品，精心打磨传统剧目，把艺术质

量摆在首位，陆续推出了革命历史题材 《风

华 正 茂》、 现 实 京 剧 《主 角》《雄 安 人 家》

《老阿姨》、新编历史剧 《纳土归宋》、移植

改编 《五女拜寿》《西厢记》，整理复排 《白

毛女》《三打祝家庄》，融合传统美学精神和

当 代 审 美 追 求 ， 以 时 代 精 神 激 活 国 粹 生

命力。

京剧 《主角》 由优秀青年演员付佳担当

主演，台上是一曲戏曲艺术跌宕起伏的浩然

诗篇，台下是一幕国京青年“人人是主角”

的生机景象。本月中旬刚刚首演的以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龚全珍为创

作原型的现代京剧 《老阿姨》，以现实主义

精神关照现实生活，以浪漫主义情怀召唤诗

意与理想。很多朋友观看过后告诉我，《老

阿姨》 贴近美好心灵，以优美抒情的戏曲形

式展示个体情感与时代奋进。目前，我们正

在积极创排京剧版 《牡丹亭》《红楼梦》《女

史赋》，复排经典剧目 《对花枪》《木兰传

奇》，推动更多青年演员在舞台上担当“主

角”。“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以

经典名著、经典名剧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

涵、成熟的戏剧要素、突出的审美优势，滋

养青年演员成长，以剧目带人才、以人才传

剧目。

排练厅里流光溢彩

正值酷暑，已经耄耋之年的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刘长瑜老师最近几乎每天坐镇排练

厅，为年轻人复排剧目 《苏小妹》，这部作

品也将于 7 月 5 日接受观众检阅。谈及剧院

的人才举措，刘老师说：“回想当年，由大

艺术家、老师们带着演，这是剧院的传统，

是京剧教学口传心授的艺术规律，我们就是

这么被培养出来的。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

代，党和政府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

展，剧院上下一条心，前前后后整套的一条

龙贴心服务，手把手地助推你们成长成才，

这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的事！”

京剧艺术是“角儿”的艺术，正是一代

又一代艺术家站在舞台上，砥砺奋进、接续

奋斗，才赢得“国粹艺术”之誉。青年最具

艺术创造力，每一个艺术门类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都离不开青年人才的不懈努

力。青年“有戏”，京剧才“有戏”。2022

年 3 月起，国家京剧院集全院之力开展了

“百日集训”活动，在艺术实践中提升演职

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破解青年人才培

养 难 题 ， 贯 通 “ 演 练 ” 到 “ 实 战 ”， 打 通

“ 内 部 培 养 ” 到 “ 外 部 检 阅 ” 全 流 程 。 为

此，剧院选拔 6 名“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30 名“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一人一

策”制定培养方案。“落其实者思其树，饮

其流者怀其源”，一批享誉海内外的知名艺

术家在排练厅亲授指导、亲身示范，“百日

集 训 ” 期 间 ， 共 有 艺 术 家 89 人 次 亲 临 现

场。剧院还专门为 11 位艺术家老师和 18 位

优秀青年演员、演奏员、舞台技术人员隆重

举办了拜师仪式，这也是剧院时隔 61 年再

次举办集体拜师活动。

鲜衣怒马青春，桃花红雨舞台。实实在在

的举措让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站到舞台中间，

梯队建设日趋完善。“百日集训”实施以来，

青年演员、演奏员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舞台

上流光似火，练功房“一室难求”，大家竞相

来到排练厅，坚持“大练功”，比拼技艺、敢

于创新。

青年演员见到我常说：“我们现在练功、

排戏都有了目标，有了希望，因为清楚地看

到，就在眼巴前儿，是我唱主角的那一天！”

“第二舞台”乘势而上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是优秀中华文化

的集大成者，虽然是一门古老艺术，但京剧从

不乏“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

早在上世纪的 1905 年，我国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伶界大王谭培鑫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也

是京剧与科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新的科学

技术来临，我们敞开胸襟拥抱新技术，融入新业

态，积极化入时代内涵，连续三年推出京剧《龙

凤呈祥》4K+5G+VR 海内外演播、上线“梅兰芳

大剧院演播剧场”，可以说，演播是古典艺术与

现代科技的拥抱，使包括京剧在内的剧场艺术

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 《环球日报》 记者采访我时问到，是否

害怕高新科技对京剧艺术的冲击，我非常自信

地回答，不管科技如何发展、科学如何发达，

内容才是“王者之道”，是根本，是核心竞争

力 。 对 于 艺 术 工 作 者 来 说 ，“ 咬 住 青 山 不 放

松”才是正道，这青山便是内容。当“内容为

王”插上科技的翅膀，“文化与科技”才可能

相得益彰。戏是艺术家演的，他们才是舞台的

中 心 ， 他 们 精 彩 、 精 湛 的 演 出 才 是 内 容 的

载体。

在国家京剧院八楼畅和园，台口对面墙上

是“戏比天大”四个大字，那是京剧人的信

念；台口左侧是“守正创新”，那是京剧人的

承当；台口右侧是“培根铸魂”，那是京剧人

的坚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

院长）

搭上驶往未来的“文化快车”
王勇

Z 我见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