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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姹紫嫣红
映照自信的中国梦

文艺创作全面迸发活力，多门类作品在国内外落地开花，
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与时代理想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8 月 1 日， 电视剧 《生活启示录 》
在蒙古国家电视台开播， 它与曾经风靡

非洲的 “好媳妇毛豆豆” 一样， 输出当

代中国青年的美好情感； 此前， 中央民

族乐团的 《又见国乐》 在美国、 哥伦比

亚、 墨西哥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传统

作品全新演绎， 中国民乐打动世界各地

听众心灵。 它们走出国门前， 或有 “飞
天奖” 等为之背书， 或有国内 140 余场

商业巡演印证了高人气 。 而今 年 下 半

年， 摘下两朵 “白玉兰” 的电视剧 《鸡
毛飞上天》 将登陆捷克、 奥地利、 俄罗

斯、 韩国等国电视台， 讲述中国义乌商

人的改革开放奋斗史。
什么是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这些诉

说家国情怀， 用心灵构筑人类梦想通衢

的 ， 想必就是了 。 它们既能闻 达 于 国

内， 又能在世界舞台落地开花， 背后的

“创作者说” 藏着通行秘诀———编剧王

丽萍信奉 “坚定的现实主义， 永恒的真

善美”； 制片人吴家平明白 “最让世界

好奇的 ， 是今天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则说： “表达民

族情感， 展现时代理想， 当为文艺创作

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为之上下求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 文化体制改革攻

坚克难、 全面发力。 文艺百花园里姹紫

嫣红， 一幕幕 “传承传统文化， 弘扬时

代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的大戏， 正凝

结成一部充满文化自信的大作， 映照你

我中国梦。

古音雅韵创新表达，优秀
的文化血脉在当代价值中蓬
勃生长

7 月中旬， 中央民族乐团首部民族

器乐剧 《玄奘西行》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连演六场， 场场爆满。 这般热气腾腾

的 场 景 ， 观 众 并 不 陌 生 。 2015 年 到

2016 年 ， 中央民族乐团制作 、 王潮歌

导演的 《又见国乐》 广受国内外观众喜

爱， 140 余场商业巡演， 这对于 “一本

节目单反复演十年” 的部分民乐团， 太

难想象。
打量这两部 作 品 ， 有 着 不 少 相 似

处， 都由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姜莹

编曲， 都用民族器乐来表现戏剧故事。
而在席强看来， 最关键的， “是它们都

对悠久绚丽的中国民族音乐做了创造性

转化、 创新性发展”。 《又见国乐》 由

《高山流水》 《阳关三叠》 《春江花月

夜 》 《二泉映月 》 《春节序曲 》 《鸿

雁》 等十余首经典曲目串联而成， 作曲

家把它们重新编排后

融合相关典故， 把音

乐 做 成 了 “小 品 ” ，
再藉由导演之手化成

舞台上动听又可视的

音乐戏剧。 《玄奘西行》 的创意路径恰

好相反 ， 先选取了那个众所周 知 的 故

事， 经过全新作曲后， 为每一样民族乐

器赋予了人格与故事情境。 “只要具备

我们民族的精神认同， 塑造的都是中国

梦， 创新就有所依凭。” 席强以 《又见

国乐》 举例， 其曲目或颂扬知音， 或倾

诉乡愁， 或讲述英雄相惜， 或表达爱国

热情， 无一不是兼具传统基因与时代认

知的。 至于玄奘那份行万里路不忘初心

的执着， 更拥有穿越时光的能量。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通过艺

术家的创新，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血脉

得以在当代价值中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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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

总书记在 “7·26” 重要讲话中

强 调 的 这 “两 个 牢 牢 把 握 ”，
是我们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连日来， 上海文学艺术界

各级党组织、 党员干部、 文艺

工作者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 。 大 家 备 受 鼓

舞， 纷纷表示： 要以更饱满的

热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 坚持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 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

艺术作品， 回应人民对 “更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的期待。

牢牢把握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

凡的五年。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

好好深有感触， “过去五年，
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

策， 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打开

了广阔平台”。 顶层设计为传

统文化送来了春风， 在此基础

上， 上海深入开展的国有文艺

院团 “一团一策” 改革将这份

扶 持 细 化 到 了 京 、 昆 、 越 、
沪 、 淮 、 评 弹 等 各 个 相 关 剧

种，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

多 过 去 想 办 而 没 有 办 成 的 大

事 ”。 比 如 史 依 弘 、 王 珮 瑜 、
沈昳丽等在京昆等戏曲方面影

响力卓著的中青年艺术家分别

拥 有 了 自 己 的 工 作 室 ， 在 作

品、 观众、 演员间形成了良性

循环。 谷好好说， 一个院团兴

旺与否， 就是靠作品说话， 靠

“角 儿 ” 撑 住 ， 靠 观 众 打 分 ，
“出人、 出戏、 出影响力”， 归

根结底是要珍惜戏曲发展的大

好时机， 为人民创作 “立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 的作品。
非凡成就， 离不开党的坚强有力领导。 续写辉煌， 仍需保持永远在路

上的决心和恒心。
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多种期盼中， 包括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的工

作明确了定位和方向。 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纽

带， 也是引导组织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文学服务的平台。 今后，
上海市作协将继续动员、 组织作家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精神食粮。 王伟

说， 我们不仅要书写历史的中国， 更要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过程， 书写好现实的中国， 描绘未来更美好的中国。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结合沪剧艺术的发展表示： “近来火爆的沪剧

艺术节启发我思考， 怎样回报上海人民对沪剧的哺育， 不辜负传统文化的

大好年华。” 她认为， 沪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反映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沪剧工作者们更应牢牢把握这一点， 坚持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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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如园考古再现“万园之园”气韵
二期项目收官，首次揭开遗址整体布局

备受关注的圆明园如园遗址二期

考古项目近日收官。 记者从北京市文

物局获悉， 此次如园发掘面积达2000
平方米，考古工作历时近一年，御笔石

刻、金砖、粉彩地砖、葫芦范、瓷器、筒

瓦、 板瓦等上千件珍贵文物 “重见天

日”，并基本摸清了如园遗址在嘉庆年

间的布局、形式和工程做法。
“如园考古，意义非凡。”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告

诉记者， 首座效仿江南园林的如园是

圆明园已发掘的保存最完好的园林遗

址。“目前已发掘出延清堂、含碧楼、挹
霞亭 、观丰榭 、听泉榭 、引胜斋 、新赏

室、翠微亭局部、撷秀亭、待月台等建

筑，基本还原了如园的整体布局。”
日前， 记者跟随张中华走进如园

考古现场进行了探访。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公众考古”的试点，观众可以随

时“围观”神秘的考古工作，伴随挖掘

工作的点滴进展，真切感受这座“万园

之园”昔日的气韵。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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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渊摄

阅读建筑，播撒城市文脉的种子
一门《城市阅读》课让大学生了解呵护城市的气质

世界上找不出两座一样的城市。 个

性 、 气 质 、 精 神 …… 这 些 “ 城 市 的

DNA” 信息有相当一部分都储存在城市

的建筑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筑是可

以阅读的。 只是也许有人会问， 建筑该

如何被阅读？
“首先应该 让 建 筑 ‘有 故 事 ’ 可

读。 除了保护历史建筑， 保护她们的故

事 ， 我们还需要一批会 ‘写故 事 ’ 的

人。”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伍江， 过去八年来一直

默默地在学院里开讲一门课程———《城

市阅读》。
最早倡议开设这门课时， 学院里也

有不同声音： “学工科的学生， 上专业

课、 画图纸都来不及， 还要上这样一门

文绉绉的课程？” 伍江的回答是： 这是

一批未来有机会介入城市发展 的 年 轻

人。 换言之， 他们的工作， 很可能是为

城市的建筑续写故事。 在城市规划入门

的时候， 在他们心中播下一颗呵护城市

文脉的种子尤为重要。

阅读建筑 ，读的不是 “说
明文”，而是“好故事”

在同济建筑 城 规 学 院 ， 《城 市 阅

读》 是一门人气很高的课。 很多时候，
城市阅读， 就从阅读城市里的各种建筑

开始。
都说建筑是城市的骨架， 但为什么

有时候部分骨架会因意外伤害 而 “受

损” 呢？ 最近一次给学生们上课， 围绕

历史建筑在保护过程中遇到的 现 实 困

难， 伍江直抒胸臆： 有的保护建筑没有

受到较好的保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人们对她的 “故事” 还不够了解。
“打个比方， 历史保护建筑就像文

物一样， 价值是公认的。 试想， 有哪个

人会蠢到去毁坏一个价值连城 的 宝 贝

呢？ 毁坏的唯一动机就是， 他压根不知

道这是宝贝。” 由此， 伍江话锋一转，
谈到了建筑阅读的重要性。

“我们真正要阅读的， 不是一篇

干巴巴的、 关于某栋建筑的说明文，
而是隐藏在建筑里的故事———这是一

个文化解码的过程。” 伍江说， 正如

一本好的小说可以震撼读者心灵， 给

人以希望和勇气， 阅读建筑也可以让

更多人领会城市的精神和气质。 只不

过 ， 要达成这 一 点 ， 人 们 需 要 更 多

“好故事”。

先摸清 “家底”，“好故
事”要能保则保

“对 于 好 故 事 ， 我 们 要 能 保 则

保 ， 至少先把这些故事保留下来 。”
在建筑保护专 家 们 看 来 ， 摸 清 “家

底”， 收集 “故事”， 是让更多建筑可

以被阅读的前提。
从 1979 年开始， 上海启动历史

建筑与区域的保护规划工作。
茛 下转第三版

大美塞罕坝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由于拥有独特、秀美的生态旅游资源，

塞罕坝已成为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新华社发

此次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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