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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我 国 是 一 个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文 明 古 国 ， 在 几 千 年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 留 下 了 众 多 的 文 化 遗 产 与 历

史 古 迹 。 然 而 ， 众 多 的 古 迹 文

物 ， 尤 其 是 许 多 室 外 文 物 建 筑 ，

历 史 上 遭 到 人 为 和 自 然 破 坏 ， 缺

乏 科 学 管 理 和 日 常 维 护 ， 导 致 文

物 建 筑 本 体 上 生 长 了 许 多 树 木 ，

这 些 树 木 有 些 也 已 成 活 数 百 年 ，

达 到 古 树 级 别 。 这 些 长 在 古 建 筑

基 础 和 墙 体 上 的 树 木 随 着 其 根

系 、 树 干 的 生 长 ， 对 文 物 建 筑 造

成 极 大 破 坏 ， 有 的 发 展 到 建 筑 垮

塌 、 古 树 枯 死 的 结 局 ， 同 时 也 威

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 位 于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明 十 三 陵 的 古 建 筑 和 古

树 保 护 状 况 为 例 。 明 十 三 陵 自 公

元 1409 年 至 1644 年 经 历 了 200 余

年 营 建 历 史 ， 保 存 至 今 成 为 我 国

古 代 陵 区 体 系 较 为 完 备 、 遗 存 较

完 整 的 一 处 帝 王 陵 墓 建 筑 群 。 然

而 ， 经 历 清 代 和 民 国 等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人 为 和 自 然 影 响 ， 原 有 建

筑 基 址 之 上 生 长 古 树 ， 但 因 建 筑

基 础 坚 硬 而 无 法 深 根 ， 始 终 生 长

于 浅 表 土 层 ， 建 筑 因 树 根 牵 引 和

雨 水 冲 刷 ， 产 生 墙 体 鼓 胀 、 歪

闪、坍塌。

文 物 古 建 和 古 树 名 木 是 不 可

再 生 的 稀 缺 资 源 ， 是 祖 先 和 大 自

然 留 下 的 宝 贵 财 富 ， 承 载 着 历 史

的 记 忆 ， 客 观 记 录 和 生 动 反 映 了

社会发展和自然变迁的痕迹。《古

树名木保护条例 （草案） 》 第十

七条规定“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

实行责任制”，“机关、团体、企

事业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

位、宗教活动场所等用地范围内

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养

护”。《国家文物局 国家林业和

草 原 局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关 于 加

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

名木保护的通知》 指出，“国家文

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

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遴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树龄 500 年以上

的古树名木共生共存、相得益彰

的 ‘ 国 保 单 位 · 古 树 名 木 ’ 名

录，作为协同推进保护、研究和

展示阐释的重点。”北京、上海、

四川、湖北、浙江、江西等多省

（市） 也发布了相关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办法。但相关法规条文还没

有涉及明确严重影响文物古建筑

安全的古树保养管理如何与文物

协同保护。为确保文物古建筑安

全 ， 同 时 保 障 古 树 的

持 续 生 长 ， 本 着 既 保

护 好 文 物 古 建 筑 ， 又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 我 们

需 要 从 法 制 、 管 理 机

制 、 技 术 保 障 等 方 面

采 取 切 实 可 行 、 简 洁

高效的措施。

首 先 ， 要 联 合 开

展 影 响 古 建 筑 安 全 的

古 树 的 普 查 登 记 ， 并

评 估 古 树 对 古 建 筑 安

全 影 响 的 程 度 。 文

物 、 园 林 和 林 业 主 管

部 门 应 运 用 好 第 二 次

全 国 古 树 名 木 资 源 普

查 成 果 及 最 新 补 充 调

查 结 果 ， 结 合 第 四 次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逐步明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古

树名木协同保护的范围与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需要协调

保护的古建筑和古树名单。同时，全面评估现生长在文物

建筑本体上的树木，由古建筑、林业、园林等专家参与，

制定长在文物古建筑上的古树名木对文物安全影响风险评

级，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工作规划和工作进度。

其次，要联合实施影响古建筑安全的古树迁移复壮工

程。文物建筑早于生长于其上的古树年代，既要考虑文物

保护与人员安全，又要保障古树得到更好保护。各部门需

发挥专业优势，对于占压文物建筑本体，且对文物损害较

大的树木，应由林业、园林部门牵头制定树木移植复壮规

划和实施方案，并负责经费开展实施。因树木移植所开展

的文物建筑本体保护修缮，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制定文物修

缮方案，并负责经费开展实施。

最后，要完善古树名木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内容。在森

林法和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草案） 》、各省 （市） 颁布

的相关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中，增加生长在文物古建筑

且对文物安全构成破坏的古树的特别保护措施和程序。在

文物保护法和相关省 （市） 文物保护条例中应增加古树移

除、文物本体保护的措施和程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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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夷之衣》 是历史剧吗？自从此剧上

演后，经常会被问到这问题。

说它不是吧，可它确实取材于 《吕氏

春秋·恃君览第八·长利》 中的“戎夷解

衣”故事，又依据主题需要，将主人公石

辛的经历安置在两个年份之间——公元前

256 年，鲁国被楚国攻陷；公元前 220 年，

秦统一中国第二年。石辛的每一场戏，几

乎都有一个明确记载的历史事件作背景。

说它是吧，可人物的意识、处境、对

话、问题却是当代的。“OK？”“这样您就

out 了”“我石辛在服从一种数学，正义的

数学——八万大于一”“它看起来是一场刑

罚，其实呢，是朕求真好奇的一场科学实

验”“石爱卿，你真是个有益于全人类的人

哪”……

我没有将 《戎夷之衣》 写成传统样式

的历史剧，但也并非当下和历史的草草混

搭，而是想探索当代视角下的历史题材创

作。传统历史剧人物需严格依照剧本宣称

的时空景深—历史意识的逻辑言动行事，

戏剧主题是它与当代的连接之处。《戎夷之

衣》 并非如此。除了主题是当代性的，它

的人物也以当代灵魂、当代逻辑出现在历

史关口。

《吕氏春秋》 的“戎夷解衣”故事本身

蕴含强大的能量：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

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

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

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

子 ， 不 肖 人 也 ， 不 足 爱 也 。 子 与 我 子 之

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

士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

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

这个故事吸引我的是：这个弟子的余

生 将 如 何 度 过 ？ 他 如 何 面 对 这 良 心 的 破

口？换言之：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与他的良

知呼求若处在对立关系中，人作何选择？

《戎夷之衣》 与我此前剧作 《大先生》《秦

国喜剧》 不同的地方在于：剧作不仅指向

外部环境，同时更指向人的内心。是听从

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良心，还是服从违背良

心的利害考量？石辛知道善恶对错，但对

此无动于衷；对自我保存、现实利益、尊

荣、官位、金钱、成功的渴望，决定了他

将道义和对错放在一边。我希望 《戎夷之

衣》 展现的，不是作为审美和知识的“道

德认知”，而是“人如何生活，如何安放良

心”的“道德行动”。人心的善与恶的对

决 ， 是 选 择 功 利 至 上 ？ 还 是 选 择 道 德 良

心 ？ 戏 剧 的 重 要 价 值 ， 恰 恰 在 于 拥 抱 后

者，帮助人们的心变得柔软，而奔向光。

香港导演黄龙斌是将创作探索实现在

舞台上的人。他的舞台语汇是极简和象征

的 ： 白 地 ， 黑 雪 ， 椅 子 。 没 有 城 门 、 战

场、宫阙。一切场景、情境皆由演员的表

演建立。我赞他的白地、黑雪是如此有概

括力又如此精神化，他谦逊地笑说：“都是

从剧本里来的呀，我没有增添什么。导演

要忠实于剧本。”

排练第一天，他对演员们说：“演员若

专 注 于 自 己 ， 就 不 会 演 好 ， 只 有 忘 掉 自

己，专注在对手演员身上，全身心应对他/

她的反应，戏才 会 好 看 。” 他 将 其 作 为 舞

台 实 践 的 方 法 ， 直 接 、 有 力 、 深 沉 、 内

敛 地 挖 掘 剧 本 的 深 层 意 义 ， 亦 延 伸 它 的

精 神 和 情 感 空 间 ， 赋 予 它 肉 身 。 他 的 工

具 太 多 了 ： 出 身 于 戏 剧 演 员 ， 又 曾 留 学

专 修 形 体 ， 表 演 、 跳 舞 、 编 舞 ，“ 文 武 ”

兼 备 。 序 幕 即 是 一 场 舞 蹈 ， 饰 演 戎 夷 的

演 员 站 在 光 晕 中 ， 缓 缓 屈 身 ， 手 捧 黑

雪 ， 扬 起 ， 鼓 声 响 起 ， 众 人 上 ， 推 挤 、

争夺……黑雪弥漫飘散，人性之光与暗的

较 量 ， 化 作 演 员 肢 体 的 激 情 贲 张 。 第 一

场，戎夷已死，众人喊着“抓石辛”，石

辛 拿 着 师 父 的 白 衣 站 立 于 高 台 上 ， 露 出

侧 脸 。 那 一 刻 ， 我 知 道 ， 这 部 戏 的 灵 魂

与 肉 体 —— 剧 本 与 舞 台 呈 现 ， 高 度 合 一

了。这一切，使得 《戎夷之衣》 成为一部

以台词表演为主、却有机嵌入许多舞蹈和

形体表演的“整体戏剧”。

（作者系剧作家，舞台剧 《戎夷之衣》

编剧）

当代视角的历史题材创作
李静

▶▶▶
民族文学创作绘出亮丽风景线

“ 不 久 前 ， 西 藏 两 部 作 品 获 得 了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文 学 创 作 骏 马 奖 ，

分别是吉米平阶的报告文学 《幸福的旋

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和尼玛潘多的

长 篇 小 说 《在 高 原》。” 全 国 政 协 常 委 、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

联主席扎西达娃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介

绍 道 ，《幸 福 的 旋 律 —— 西 藏 脱 贫 交 响

曲》 选 取 “ 昌 都 ： 一 个 村 庄 的 故 事 ”

“日喀则：珠峰脚下的梦想”“阿里：高

原新牧歌”“噶尔：县域新模式”4 个侧

面，反映了自 2011 年起在西藏自治区开

展的“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再现

了西藏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宏

历 程 ；《在 高 原》 以 一 个 汉 藏 融 合 家 族

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西藏百年来的历

史变迁和民族融合进程，刻画了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在感受西藏魅

力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与个

体命运之间的关系。

作为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多年来一

直 见 证 和 关 注 着 西 藏 文 学 的 不 断 发

展 ， 深 切 感 受 到 民 族 文 学 的 繁 荣 图

景 。“ 各 民 族 作 家 为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不 断 进 行 创 作 探 索 ， 为 推 动 民 族 文 学

繁 荣 发 展 不 懈 努 力 ， 不 断 涌 现 的 优 秀

作 品 就 是 生 动 的 写 照 。” 扎 西 达 娃 表

示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吹 响 了 以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开 辟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广 阔 前 景 的 时 代 号 角 ， 作 为 文 艺 界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加 强 和

改 进 民 族 工 作 的 重 要 思 想 ， 为 新 时 代

民 族 文 学 高 质 量 发 展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

谱 写 各 族 人 民 共 同 团 结 奋 斗 、 共 同 繁

荣发展的时代凯歌。

7 月 16 日，云南省文联，一场研讨会

正在热烈进行——第二届“精品云南·筑

梦 未 来 ” 云 南 省 民 族 作 家 作 品 研 讨 会 上 ，

来 自 全 省 的 25 名 少 数 民 族 作 家 、 17 名 文

艺评论家共同回顾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历程，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进行深入交

流 探 讨 。“ 云 南 少 数 民 族 文 学 是 中 华 文 化

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是民族文化传承与

弘 扬 的 中 坚 力 量 。” 十 三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范稳的话引起大

家的共鸣。

让范稳振奋的是，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

都 有 自 己 的 作 家 ， 尤 其 是 云 南 15 个 特 有

少数民族，都有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 创 作 骏 马 奖 。“ 伴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持 续

健康发展，民族文学群星闪耀，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文学的力量，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范稳说。

▶▶▶
不断拓展丰富创作题材

讲 述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故 事 ， 描

绘 脱 贫 攻 坚 、 山 乡 巨 变 的 壮 阔 画 卷 ， 热

情 讴 歌 时 代 楷 模 、 深 入 挖 掘 书 写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 近 年 来 ， 民 族 文 学 创 作 题 材

的 拓 展 与 丰 富 给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辽 宁 省

作 家 协 会 主 席 滕 贞 甫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作 家 们 立 足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高 度 ， 开 展 内 容 丰 富 、 形 式 多 样 的 文 学

创 作 。 同 样 让 他 印 象 深 刻 的 ， 还 有 对 人

物的精彩书写。

“ 文 学 是 人 学 ， 无 论 多 么 扑 朔 迷 离 的

故事，其着力点是人，是写人的生命价值

探索、生活追求的嬗变和人性多棱角的体

现 ， 偏 离 了 这 个 着 力 点 ， 作 品 会 流 于 肤

浅 ， 缺 少 深 度 。” 滕 贞 甫 感 到 ， 作 家 们 对

人物书写的着力点更加深入，在各族人民

追 求 美 好 生 活 的 奋 斗 中 汲 取 不 竭 的 源 泉 ，

这也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各民

族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在滕贞甫看来，民族文学创作要牢固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 与 共 、 命 运 与 共 的 共 同 体 理 念 。 此 外 ，

文学创作是个艰辛的个体化劳动过程，作

家 要 把 握 好 生 活 积 累 和 艺 术 萃 取 的 关 系 ，

一方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大地汲取

营养、捕捉灵感；另一方面对素材要善于

萃 取 、 提 纯 ， 使 之 去 粗 取 精 、 去 伪 存 真 、

发酵升华。

▶▶▶
激发民族文学发展活力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是 系 统 工

程，民族文学的充分发展及繁荣，是为这一

系统工程助力的路径。民族文学以其丰厚的

历史文化内蕴及现实生活经验，为中国文学

创 造 力 的 提 升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源 。” 今 年 两

会，全国政协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汪惠仁围绕“以文学出版之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言献策。他建议，一方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

研 究 各 民 族 文 学 交 互 影 响 、 生 成 的 历 史 ，

培育相关学科及人才队伍，及时出版相关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新时代是

充满创造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

图由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绘就，作家要深入

书写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实践，用文学深刻

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中国人民的勇气与

智慧，要积极引导、设立专门项目，鼓励相

关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助力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强调，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民族文学的

活 力 是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的 生 动 注 解 。” 如 何

充分激发和释放民族文学发展的活力？汪

惠仁表示，要在文学创作和评论、市场管

理、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人才，也是范稳特别关注的问题。“人

才是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拿云南

来说，目前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老中青三代结

构合理、梯次完整。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

活力和潜力令人欣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作家与国内外文学界进行广泛交流，他们的

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关注，也在国际舞台上

获得了认可。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拓宽了文

学的边界，也让民族文学成为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桥梁。”范稳表示，要坚持出成果和

出人才相结合，从培训学习、创作扶持、对

外交流等多个方面着力，壮大作家队伍、繁

荣民族文学。

2018 年，范稳曾在全国两会就建立少

数 民 族 文 学 创 作 扶 持 长 效 机 制 建 言 献 策 。

这是他在工作和履职中持续深入调研的着

力点。他建议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等多种方

式 ， 从 创 作 培 训 、 文 学 交 流 、 深 入 生 活 、

作品评论、重点作品扶持和出版等多个方

面，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

发展。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增 强 中

华 民 族 凝 聚 力 是 各 民 族 作 家 的 光 荣 使

命 。” 滕 贞 甫 表 示 ， 党 和 政 府 对 民 族 文 学

事业的重视是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

证，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和中华大

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睦生活，为民

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丰富素材；越来越壮大的民族文学作家队

伍让民族文学的繁荣有了坚实基础，民族

文学事业的美好未来值得期待！

让民族文学之花灿烂盛放
本报记者 谢颖

■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揭晓，

25 部作品、5 位译者获奖。近年来，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百花齐

放、精彩纷呈。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贡献。推动民族文学事

业高质量发展也是政协委员履职建言的关注所在，本报记者采访几位全

国政协委员，讲述他们的感受和思考。

《《戎夷之衣戎夷之衣》》剧照剧照

文物遗址本体上的野生古树

侵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