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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既是伴我徜徉艺术天地的伙伴，更是带我进

行艺术探索与思考的知音。

每一种胡琴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独到技巧。40 多

年来，我先后学习钻研二胡、板胡、京胡、高胡、中胡等

不同胡琴门类的演奏技法，并有意识地将其互通互

鉴。在演奏板胡时，适当之处会借鉴二胡的技法，演奏

京胡时同样会糅进板胡、二胡、高胡的元素。我希望通

过这样的尝试，实现乐器性能和技法的互通与融合，创

新发展胡琴艺术。

艺术的发展既需要继承传统，也需要锐意创新。

即便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也要在不断的

创新编排演绎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多年来，我演奏过

类型各异的板胡作品，有的篇幅宏大，深具音乐气派和

技术能量，如《秦川行》《叙事曲》等；有的婉约隽永，抒

发内在情感，如《在那遥远的地方》《远望》《春晓》等；有

的风格鲜明，热情洋溢，展现时代气息，如《翻身的日

子》等；有的中西合璧，充满异域风情，彰显板胡丰富多

样的表达能力，如《花儿随想》《海之歌》《黑眼睛》《海

鸥》等。在表现形式上也力求多样化，有常规的民族管

弦乐、西洋管弦乐协奏曲，有中、小型乐队伴奏的独奏

曲，有板胡与大提琴、板胡与钢琴、板胡与人声、板胡与

流行乐队等。这些艺术探索意在通过不同的形式与载

体，展示板胡艺术的流光溢彩，让观众领略民族传统乐

器散发的时代活力。

近年来，我先后与作曲家沈丹合作创作了板胡独

奏曲《桃花红》、板胡与扬琴《山妹》等。《桃花红》的创作

基于我对传统的新认识。这首曲目的素材有非常纯正

的传统戏曲韵味，我们在创作中以传统戏曲唱腔为基

础，同时饰以很多现代元素，有流行音乐，有国外打击

乐，有男声和唱等。这种结合既展示了传统的固有内

力，也塑造了传统的现代身形。

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推广者、传播者，多年来，我

跟随乐团出访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海内外许多乐

团、音乐家、指挥家进行合作演出与文化交流，这让我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它是彼此

心灵相通和精神共鸣的纽带。2010 年 5 月，我携手大

提琴演奏家安西·卡图恩首演了京胡与大提琴双协奏

曲《霸王别姬》，以京胡和大提琴分别扮演虞姬和项羽，

用音乐讲述历史故事。虽然我与卡图恩来自不同国

家，讲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演奏着不同乐

器，但舞台上，我们彼此心领神会，不同的音乐表达方

式相互衬托、碰撞、借鉴、融合，实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

表达。

大众耳熟能详的《夜深沉》是京剧最具代表性的曲

牌之一，在历代琴师加工打磨基础上，作曲家吴华在上

个世纪 80 年代将其改编为京胡独奏曲，在传统中糅入

现代音乐语言和艺术手法，使得这首曲牌更富有时代

感，成为更能展现京胡艺术魅力的新经典。几十年来，

《夜深沉》是我演出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演奏中我在

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带着现代女性演奏者的观

察、思考与感悟，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意趣，以

刚柔相济的表现手法，对这部作品进行个性化诠释，受

到国内外观众喜爱。

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工作者，在演出与文化交流之

外 ，胡 琴 艺 术 的 授 课 教 学 也 是 我 工 作 的 重 要 组 成 。

2017 年，新成立的哈尔滨音乐学院聘请我担任民乐系

主任。我将多年来艺术实践的经验心得转化到教学工

作中，用心培养优秀人才，为民族音乐事业的传承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近年来，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哈尔滨音

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先后成功举办了《乐咏龙江》民族

交响音乐会、第八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暨中俄建

交 70 周年专场音乐会等大型演出，在社会各界产生积

极反响。

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的瑰宝，我

们在继承弘扬传统的同时，更要努力对传统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

希望在未来的艺术生涯中，继续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探

索，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和广大民乐同仁一道弦歌不

辍，奏响时代新篇。

（作者为中国广播艺术团胡琴演奏家）

弦歌不辍
传佳音

姜克美

在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两方面都取得成

就的作家中，任溶溶是重要的一位。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21 年出版的 20 卷本《任溶溶译文

集》是其翻译作品的集成；由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前不久推出的 8 卷本《任溶溶文集》，则是

迄今为止收录其原创作品最为齐全、规模最

大的文集。

任溶溶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强调作

品的“好玩”“快乐”，强调“好玩”“快乐”中的思

想性和艺术价值，一直是他的创作追求。“我只

希望我的作品小读者小时候读来好玩，等他们

大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我认为儿童文学作

家最快活的是，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爱读你的

作品，等到他长大后，还是觉得你的作品是有

艺术价值的，思想是好的，能给他帮助的。”

对任溶溶来说，为儿童写作，有一种强烈

的内在驱动力——除了使命感，更是一种发

自内心的渴望和享受。他始终葆有童心，与

儿童读者之间有本能的、天然的默契。开心、

快乐、幽默，于他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其作品的幽默既体现为独特的题材、巧妙的

剪裁、鲜明的人物、夸张的情节、口语化的叙

述等，也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人生智慧和人

生境界，体现为对儿童乐观、豁达、勇于并善

于面对困难的期许。

这套文集由童诗、童话和散文三大类组

成，这也是作家创作成就的主要体现。作家

的童诗创作始自 20 世纪 50 年代，童诗是他最

偏爱、投入精力最多的文体。作家十分注重

童诗内容的健康有益，但同时又强调“形式”

和“有趣”。故事化推进，新颖别致的构思，从

标题到韵律的形式感追求，使得他的童诗情

趣盎然。小读者都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后常

常开怀大笑。

在童话方面，《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一个

天才杂技演员》可以说是作家童话创作的双子

星。这两部作品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不乏教

育意义，都采用了说书讲故事的方式，都在写

实中加入夸张手法，都出现了一对反差很大的

人物，都是幽默风格。这些特点和特质，无疑

是作品赢得读者喜欢的原因。值得思考的是，

这两部作品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甲子。60 余

年来，历经社会文化变迁，它们没有被时代淘

汰、被读者遗忘，始终熠熠生辉。原因何在？

我想，这是因为一代代读者在童话主人公身

上，看到了童年的自己，看到了童年特有的快

乐，看到了自己心底珍藏的嬉戏顽皮，看到了

那份独属于童年的精神气质。

作家的散文辨识度很高，风格鲜明。简

洁、干净、明快，随性情宕开，又适时打住，浑然

天成。他行文所使用的口语、大白话，乍看上

去，似乎不那么有文采，不那么讲究技巧，但其

实，是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我们只要看看他

的翻译作品，看看他的童话作品，看看他的童

诗作品，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为什么他的翻

译作品在译界独树一帜，深得读者喜爱，除了

遵从信达雅原则，是不是还得益于他独有的翻

译语言？为什么他的童话童诗让读者欲罢不

能，除了精彩的内容，是不是还因他魅力难敌

的叙述语言？他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作品

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后又不觉乏味，并为

之着迷，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经年累

月的写作修炼。

作家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通晓多种外

语，熟稔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艺术范式，更容

易看出中西文化、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特长。

与此同时，他以自己丰厚的创作，为中国儿童

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成功范例。百年

人生，八十载笔耕，几代读者为之深深吸引。

这套 8 卷本《任溶溶文集》，是对作家文学创作

全貌的一次集中展现，他构筑的这个充满智

慧、力量和快乐的精神世界在今天依然散发着

无穷魅力。

童心永驻 魅力无穷
孙建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繁荣

生态文学，弘扬生态文化，增强全社会生态文

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今

年六五环境日前夕，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

协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

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发动更多作家聚

焦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生态

环境保护故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好声音，为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思想基

础、凝聚奋进力量。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就为生态

文学蓬勃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生态文学的踊

跃书写也有力传播着生态文明理念。这场生

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进一

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增强人们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
文学书写的新视野新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指引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

奇迹。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产生了

许多生动实践和感人故事，为生态文学提供

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

跃。何建明《那山，那水》、梁衡《树梢上的中

国》、刘醒龙《上上长江》、叶梅《福道》、沈念

《大湖消息》、李青松《北京的山》等作品，从不

同角度记录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呈现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文学方式生动诠

释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发展、新变化、新观

念，是社会关注的新领域，反映到文学上必然

打开作家书写的新视野新空间。这些年来，

生态文学创作的题材体裁越来越丰富，彰显

鲜活的时代气息。在题材上，随着生态文明

建 设 深 入 推 进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生态环境保护内涵外延不断扩大，作家们

的关注角度也在发生改变，认识不断深化，原

来更多关注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现在

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领域，全景

式展示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成就。在体

裁 上 ，小 说 、散 文 、报 告 文 学 、诗 歌 ，各 擅 胜

场。来自生态环保一线的鲜活故事，描绘丰

饶自然的隽永美文，对当下生活方式的理性

观 照 等 ，共 同 构 筑 当 下 生 态 文 学 的 生 动 样

貌。生态文学作家队伍也不断扩大，除了原

本以生态写作见长的作家，传统文学名家也

加入进来，来自生态环保系统的作家亦不断

涌现。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开始关注生态环

境问题，体现出对生态文学的参与热情和自

觉意识。

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作家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为作家深入生活、了解

生态环境保护创造条件。我们联合中国作家

协会举办中国生态文学论坛，搭建生态文学

交流平台；聘请知名作家担任生态环境特邀

观察员，为生态环保工作建言献策；组织作家

深入生态环境保护一线调研采风；开展生态

文学征文活动，编辑出版《大地文心》系列作

品集，等等。通过这些举措，为生态文学发展

提供支撑和保障，鼓励更多作家积极投身生

态文学创作。

进入火热现场，挖掘生
动实践和感人故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涉 及 面

广、专业性强。从水污染治理、空气污染治

理、土壤污染治理，到全球气候变化、碳达峰

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些对许多作家来

说都是新的领域，因而提出了一个作家怎么

进入和文学怎么书写的问题。

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态文学创作也要扎

根实践。作家对生态领域的了解认识需要时

间，需要深入观察体验，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家要进入生态环境保

护的火热现场，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光辉历程，

聚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进展和成

效，充分展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实践案例，

书写各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的生动故事。从塞罕坝林场的植树造林、

防风防沙，到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再到重点城市这 10 年来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57%、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34.4%的成

效……中国人民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体现的奋斗精神，

付出的艰辛努力，取得的丰硕成果，实现的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是生态文学需

要用力书写和展现的。

文学重在讲好人的故事。生态文学不只

要关注自然之美，也要将文学视野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紧密联系，从更多维度展现人

与自然和谐交融之美、生命共同体之美，反映

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建设和当下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乡

村振兴进程相互关联。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更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写出现实分量

和当代意义，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反映时

代变迁。与此同时，深入挖掘和讴歌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通过书写

感人故事，发挥榜样模范的示范作用。

融入新的传播格局，展
现生态文学的更大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也促

进人们思想、认识、行为的转变。如今，全社

会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理念的

广泛传播密不可分。文学是塑造灵魂的工

程，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弘扬生态文化、动

员全社会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量方面，具

有独到优势。生态文学应当以文立心，让绿

色低碳成为人们的共同选择，引导公众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更好传播生态文明理念，需要生态文学

创作自觉对接当代审美旨趣。近些年，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李元胜《昆

虫之美：勐海寻虫记》、阿来《草木的理想国：

成都物候记》等博物书写受到读者欢迎。这

类作品融科学知识、生态理念、美学情趣于一

体，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在网上引发关注和

讨论。生态文学创作正以生动多样的形式走

近当代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与此同时，也

期待生态文学作品向多种艺术形式转化，推

出有声读物、影视、话剧、动漫等衍生产品，进

一步扩大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更好传播生态文明理念，需要生态文学

主动融入当代传播格局。用文学形式展现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故事，是摆在生态文学作家面前的重要课

题。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

生态文化，当代中国在保护自然、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中也展现出自觉的责任担当。今天的

生态文学理应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生态智慧，同时关注和书写新时代人与

自然的关系，描绘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向国际社会展示生态文明的中国形象，展现

生态治理的中国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可以

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平台和

传播渠道，加强生态文学国际交流，向世界推

介中国优秀生态文学作品。

随着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深入

推 进 ，绿 色 正 在 成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鲜 明 底

色。期待更多文艺创作者行走绿色大地，深

耕生态文学，为繁荣生态文化、推动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

更大的文学力量。

（作者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司长）

题图为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阳明山国家

森林公园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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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文集》：任溶溶著；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

核心阅读

这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
态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进一
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增强
人们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
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涉及面广、专业性强。
作家对生态领域的了解认识
需要时间，需要深入观察体
验，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传
承数千年的瑰宝，我们在继承弘
扬传统的同时，更要努力对传统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