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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文艺站在了生活的原野上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一年来艺术创
作生产展现了许多新气象、新风貌。文化部党
组书记、部长雒树刚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文艺晚
会气势恢宏、庄重大气、独具特色。国家京剧
院的《西安事变》等亮相 #"$%年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季，表现不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不断创作优秀艺术作品成为广泛共
识，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成为很多艺术家的自觉行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活动力度空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的观念正在形成。文艺
评奖逐渐减少，艺术评论逐步加强。

一年来，各艺术院团的采风创作、慰问演
出、结对帮扶在基层一线，尤其是老少边穷地
区、乡镇社区、学校军营等蔚然成风，广大文
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品更接地
气、有感情、受欢迎。

聊起收获，文化部直属院团掌门人都兴
致勃勃。中央歌剧院今年推出了《北川兰辉》
和《我的母亲叫太行》两部原创歌剧，院长俞
峰坚信，继续沿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能创作出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高峰作品。为
了创作芭蕾舞剧《鹤魂》，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冯英今年 &次带队赴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
深入生活、创作采风，在三九严寒和三伏酷暑
中，捕捉鹤群身影，观察鹤的体态、动作和生
活习性，剧目演出后获得一致赞赏。中央民族
乐团推出了《又见国乐》等一系列创新剧目；
国家交响乐团一年来深入基层，帮扶农民和
盲童学习乐器演奏，并在国家艺术院团演出
季期间联合登台演出；中国美术馆一年来策
划了国家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中国美术馆典
藏活化系列展等四大展览系列；中国国家画
院通过组织画家写生与举办优秀展览，服务
人民群众……

展 望
有筋骨道德温度艺术精品

" 中国国

家话剧院副院

长王晓鹰 创造

一种中国式的

诗化舞台意象

“繁荣”并
非完全等同于
“发展”，繁荣是
量的积累，而发

展则应该是质的进步。
“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塑造中国式的人

物、表达中国式的情感、挖掘中国式的哲理，

同时在舞台艺术表达中体现中国文化底蕴和
艺术风采，进而创造一种中国式的诗化舞台
意象。只有当更多的创作者都有意识地追求
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经典性”，才有可能在
大量原创作品的基数上出现真正的精品之作
并获得长远生命力。中国戏剧如今迎来了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戏剧”以后的又一
个繁荣时期，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一片
繁荣景象的背后，有多少作品能有穿透时空
的艺术力量？从事戏剧创作的人，能否透过对
表面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在创作过程中挖掘
出人物更深的内涵意义、生命价值、人生哲理
至关重要。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努力“尽人
事”，是恪尽身为当代戏剧工作者在艺术创作
上的责任职守，而把“大浪淘沙”的选择工作
交给历史。

" 中 国

交响乐团团长

关峡 艺术的

灵感要去生活

中寻找! 向人

民群众学习

艺术的灵
感不是苦思冥
想，不能闭门
造车，真正的

灵感就要去生活中寻找，向人民群众学习。
习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创作的源泉，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句看似
普通的话语，唤起了多少创作者久违的情感
和行动。今年 %月，中国交响乐团组织了多位
艺术家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进行
采风，而上一次来这里还是 '(年前的事情。
名气大了，收入高了，工作忙了，当年那样的
情怀却越来越少，深入采风的活动也越来越
少了。还是当年的那群小伙子，如今都已过天
命之年的作曲家们，在云南乡村那坎坷甚至
危险的路途上，在有 $'""年历史的哈尼梯田
中跋涉行走，与哈尼族人在土屋前、庭院上如
饥似渴地汲取那古老而鲜活的少数民族曲
调。夜晚回到住地，大家揉着酸疼肿胀的双
腿，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让他们重新找回了创作的青春，更深刻

体会到，艺术之花只有植根于人民的沃土，才
能枝繁叶茂，争奇斗艳。

" 中央民

族乐团团长席

强 不能忘记和

忽略人民在精

神上的朴素需

求

艺术家们
如果只为“高大
上”追求而忘记
和忽略了人民

在精神上的朴素需求，出人才、出作品、创作
优秀作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年来，乐团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创新剧
目，特别是今年公演的《又见国乐》《国乐的追
思》《国乐的风采》等大型民族主题音乐会，就
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将“传统”转化为时代经
典，让大众喜爱并且传承发展。
在今天，传统如何面对现实？经典如何面

对大众？作品不仅要打破常规，体现融合乐团
的创新思想、用音乐塑造民族精神，更是要站
在符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布署的高角度、高
视野，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这对于当
代的民族音乐传承来说是十分珍贵和重要
的。因为，这一系列有关传承发展的文化课题
可以在音乐会中给予体现，使观众在心灵上
得到慰藉，在精神上树立信心。

" 中央

芭蕾舞团团长

冯英 以脚尖

为代表的肢体

语言传递向上

飞升的希望

这些年来
假借文艺平台
泛滥的利益低
俗、善恶不分、

是非颠倒的丑陋行径和诸多问题，总书记以
爱恨分明、惩恶扬善的气派，为文艺工作者解
开了这些年来难解的心结，进一步明确了文
艺工作者在国家“两个实现”的道路上所应发
挥的积极作用和光荣的使命。芭蕾是以脚尖

为代表的肢体语言传递向上飞升的希望，以
音乐、舞蹈、舞美的交融呈现真、善、美的情感
表达，以芭蕾独有的韵味引领观众感受纯洁、
浪漫、唯美的情怀。然而，任何美的呈现不会
无中生有的，她不仅有源头，而且需要言之有
物、能触碰心灵。只有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才
可以听到人民的心声，了解群众的需求，才能
够创作出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的作品。

" 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

山 提高全民艺

术审美水平!就

是将 "平原#变

"高原$

创作，要将
自己的情感融
入民族的情感，
才能够传递温

度，放射能量，体现魅力。
历代大师的经典之作构成了传统的里程

碑，形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源流。提高全民的
艺术审美水平，就是将“平原”变成“高原”，大
师、大家则是建立在这个高原之上的高峰。一
年来，中国美术馆通过策划国家捐赠与典藏
系列展，弘扬中国精神系列展，国际交流系列
展，不断展示大师的作品，才能打造美术高原
高峰，惠及公共文化服务。

中国美术馆的库房不是冷库，而是宝库，
它要不断向人民献宝。对于美术馆而言，展览
是导向，策划与组织是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的体
现。通过典藏大家精品，促进当代艺术创作，将
馆藏大师、大家的作品通过研究，进行学术梳
理，让价值得到最大发挥，这是一个展示高峰、
亮化高峰的文化工程，会对全民文化素质提高
和新时代高峰的崛起有着巨大的作用。

" 国 家

京剧院一级演

员袁慧琴 艺

术家更应该耐

得住寂寞 %守

得住淡泊

浮躁的心
态，产生不了
大艺术家，真
正的艺术家是

经过千锤百炼的。
戏曲，是中国人歌唱的方式，是中国人抒

情的方式。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
戏曲艺术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传承模式。进入
二十一世纪，在教学、演出方面缺少新的东
西、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尤其是这些年走出
去、有震撼力的作品实在不多。艺术家是通过
提高艺术水平、提高人格魅力和修养来感染
观众、引起共鸣的。艺术家更应该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淡泊，不断修炼自己的艺术成就、
提高自己的艺术见解、升华自己的人格魅力，
静下心来专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

" 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

员杨飞云 无关

痛痒的冷漠都

是艺术品质的

敌人

深 入 、情
入、心入，才能
创作出有筋骨、

有品格、有温度的艺术作品。
如果文化大量地停滞在娱乐、消费、刺激

等低层次，缺失了精神属性这样的文化非但
不能提升人，还会使人堕落，非但不能造就
人，还会使人颓废。在艺术创作中没有感动的
美是苍白的，没有美的感觉是低俗的，无关痛
痒的冷漠都是艺术品质的敌人，对美好事物
的感动是由艺术家内在的品质深发的，因此
艺术家作为灵魂的工程师需要有这样的标
准：艺术作品千姿百态，但离不开真善美的核
心价值观。

本报驻京记者 于明山 鲁明

! ! !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文化
部组织召开座谈会"!"家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掌门人和艺
术家代表畅谈感悟###

艺术精品要
有筋骨 有道德
有温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创作
提出更高要求，一年间，文艺界都发生
了什么？昨天，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京
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
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
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
国美术馆和中国国家画院等 12家文
化部直属艺术单位的负责人和艺术家
齐聚一堂，他们谈感悟、聊创作、话推动
艺术创作生产的繁荣发展。本报记者独
家现场记录下他们的发言。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强
调，要结合工作实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以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感
投入创作，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艺术精品。

! 文化部座谈会现场 本版图片 鲁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