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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

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

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从

电视剧美工到舞台灯光师，

从化妆助理到舞台绘景师，

在 30 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

从事过舞台美术领域的几乎

所有行当。现在，我把工作

重心放在舞台服装设计上，

希 望 以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造

型、准确生动的角色服饰，为

舞台艺术形象增添光彩。

将剧本文字进行视觉转

化时，服装设计是非常重要

的一环，其职责就是用服装

塑造人物形象。舞台服装具

有高度象征性，其设计创意

来源于生活但并不复制生活

服饰，因此具有挑战性和创

新难度。优秀的舞台服装设

计建立在创作者对人物深刻

理解的基础上，不仅要展现

戏剧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拥有

较高的辨识度。

从舞蹈《秦俑魂》刚武矫

健 的 战 士 ，到 舞 剧《大 梦 敦

煌》姿态万千的人物，在这些

舞台形象的服装设计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灵感，其中对我

影响最大的是敦煌壁画。上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生导师

建议我沿着敦煌之路展开一

次深入的文化考察。在这趟

考察之旅中，我被敦煌辉煌

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

吸引。世界上有太多的系列

壁画，但没有一个能像敦煌

壁画这样持续千年地生动描

绘古代人的生活场景。从这

些琳琅满目的绘画中，我们

能连缀起一条色彩斑斓的服

装长河，为舞台服装设计提

供 丰 富 的 滋 养 和 浪 漫 的 想

象 。 敦 煌 壁 画 中 的 人 物 涵

盖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有鲜明的特点，契合

了戏剧服装设计个性化的重要原则。仔细分析敦煌壁

画，我们还能直观感受到人物的地域特点、生活状态，

这些鲜活生动的信息为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

灵感和创意。

对敦煌壁画的深入研究为我制作舞剧《大梦敦煌》

的舞台服装奠定了良好基础。我没有照本宣科地按照

服装图史来设计，而是凭着研究敦煌壁画多年形成的

艺术直觉，既运用西域服饰元素的典型符号，又融入现

代服装的设计元素，让历史真实和舞台表现力有机融

合。《大梦敦煌》长演不衰，足迹遍布世界，可见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参与制作这部舞剧的过程中，我一

次次与那些斑斓的壁画亲密接触，一次次在晨曦中聆听

细沙在月牙泉边嬉闹的声音，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梦敦煌》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艺术的感动，还有对人生、

对生命的温暖记忆。

除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外，近年来技术

的革新也给舞台服装设计带来更多惊喜。现代科技改进

了服装的图案、质感、色彩、光泽，让设计师更好地将想象

效果转化为现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

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中，我担任服装总设计师，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服装设计师一起工作。我们采用一些新型

材料，有效提升了舞台视觉效果。例如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表演中，舞台造型使用铜雕效果。经过技术改进

的铜雕服装在质感上更加逼真，材料的适应性也更好，演

员穿上后仍可进行一些高难度的肢体动作。尤其演员们

穿上特制服装摆出造型时，团结坚韧、众志成城的精神面

貌令人震撼。再比如戏剧与舞蹈表演《破晓》中，一些青

年学生的服装采用特殊材料进行艺术处理，远远看去光

斑闪耀，在舞台上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视觉效

果。可以说，新技术的使用极大提高了舞台服装表现力，

为烘托舞台演出的整体效果起到重要作用。

舞台服装设计关键在于将设计者对角色的感悟融入

服装作品，助力人物形象塑造。也许人物服装并没有引

起观众的注意，但舞台上的角色已经活了，故事在观众心

里扎了根。我想，这就是对服装设计的最高褒奖，也是舞

台服装设计真正的成功。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本 报 记 者路畅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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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到中秋佳

节，许多人都会引用苏轼的这两句词，给亲朋好

友送去祝福。在传统节日里读一读古典诗词，

节日氛围与诗词意境遥相呼应、彼此契合，成为

人 们 了 解 节 日 内 涵 、亲 近 文 化 传 统 的 有 益 之

举。重温古人寄寓在诗词中的情怀与心境，既

是溯流而上，感受中华文化的根与脉，也是让忙

碌的心灵慢下来，用传统智慧涵养今天的生活。

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古典诗

词活在当下，它们凝结着的热烈深沉的生命体

验与精神意涵，也活在当下。那些落花风雨、

春秋佳日、羁旅愁思、家国天下，携带着滚烫的

体温，即便相隔千年，览之仍觉如在目前，心有

戚戚。

在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方面，诗词有它

的独特优势。其一是广泛的接受人群。在参加

《中国诗词大会》并摘得冠军的过程中，我找到

了许多诗词同好，发现古典诗词直到今天依然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接受土壤。节目

舞台上，涌现出学生、农民、医生、快递员、民航

机长等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日常生活里，我

在 不 同 地 方 与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人 们 一 起“飞 花

令”，一起“诗词接龙”。在融洽友好的切磋琢磨

中，诗词仿佛一座用语言搭建的立交桥，让我们

连通八方、共鸣共情。

其二是亲切的接受形式。阅读诗词不需要

正襟危坐，也不需要黄卷青灯，许多诗词小巧玲

珑，平易近人，如同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是日

常生活中亲切可人的一抹亮色。尤其当我们放

下仰望的姿态，用平视的心态对话陶渊明、李

白、杜甫、苏轼等古代诗人，会发现他们就像你

身边的某个朋友，有血、有肉、可爱、可亲。读之

越深，越能发现清词丽句背后一个个天高海阔

的世界。经典诗人们和我们一样有烦恼有挫

折，却不改挺拔之姿，葆有向上之心，彰显韧性

之骨，难怪千载而下，其诗句还让我们如此追

慕，如此着迷。

诗词中蕴含的文化能量极为丰赡，需要我

们去深入开掘，去重新编码，以更多元更新颖的

方式将其传播输出。如果说诗词文化如水般无

所不达，那么当下传承发展诗词文化的关键就

是找到恰当的载体“随物赋形”，呈现其万千色

彩，释放其无尽能量。

近年来，国家层面重视推动诗词传承，古典

诗词持续升温，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时代活

力。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古诗文比重显著增加，

少年儿童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世界

中，汲取受用一生的成长养分。《中国诗词大会》

《中华好诗词》《诗意中国》等文化类电视节目，

成为吸引几代观众收看的“合家欢”内容，踊跃

的社会参与彰显诗词给平凡人生带来的光彩。

电影《满江红》《长安三万里》引发观影热潮，影

片里的诗词名篇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跟着诵读，

在抑扬顿挫间体会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古典诗词宝库也激发着今人的创造热情。

风靡青年群体的古风歌曲，或改编自古典诗词，

或学习借鉴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含蓄蕴藉，雅

致悠远。短视频平台上，视频博主以生动活泼

的形式读解诗词，成为许多人的“云端”良师益

友。他们在读解中注重结合现实，探究古典诗

词与当下生活的骨肉联系，是解读亦是陪伴，是

薪火传承亦是创新发展。在当下的诗歌创作

中，以古典诗词的语感和意境去写现代诗，已是

非常成熟的创作模式。无论想象力、审美风格、

文本范式还是结构能力，当代诗歌都从古典诗

词中汲取大量养分，许多作品甚至和古典诗词

存在强烈的互文性。古典诗词已经成为现代诗

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文化背景。

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对诗词文化的传承转

化仍主要集中于少数诗人，功利化解读和过度

阐释的情况仍然存在，对诗词文化丰富性的认

知和对诗词内涵的深入挖掘都有待加强。在把

古典诗词从传统宝库里“请出来”、融入我们日

常生活的同时，更应当积极主动地“走进去”，深

入那个丰盈开阔的世界，让富矿真正成为富矿，

让更多资源得到有效开掘，让诗词成为文化创

新创造的源头活水。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经典之为经典，正因

其经得起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萃取与阐释，如

居环中，以应无穷。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诗词文

化的当代传承保持高度信心，让诗词活在当下，

为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提供丰

厚滋养。

（作者为《诗刊》编辑部副主任）

让古典诗词活在当下
彭 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建 设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中华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淀着丰富的情感

和智慧，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也是推动

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

崇尚理想信念，弘扬家国情怀，是古代经典

诗文始终秉持的价值观念。这里有“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追求，有“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远志向，

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

情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民族气节。它们的内涵各有不同，其共同点在

于：肯定自我价值，敢于面对挑战，彰显爱国精

神，捍卫民族气节，坚信人生道路，期待社会进

步。这些坚定的价值观念是精神更是信仰，是

古代经典诗文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

人文关怀与民本思想，也是古代经典诗文

的重大主题。孟郊吟诵母子情的《游子吟》，苏

轼追忆夫妻情的《江城子》，李白感念朋友情的

《赠汪伦》等等，在几十上百字的短小篇幅里，寄

寓 了 赤 诚 浓 厚 的 人 间 真 情 ，流 传 千 载 至 今 不

绝。“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

座泪纵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些诗文将仁爱的精神与治国安邦的社会

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仁爱精神以体恤民

众、承担责任的生动内涵，它们聚焦现实，感情

深沉，将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人际情感扩充为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情怀，成为古代经

典诗文与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一部中华经典诗文的历史，就是承载、展示

中华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历史，贯穿其中的是礼

乐精神。“礼”规范着人们的言语行为，也规范着

人们的心理情感，“乐”则通过内在情感的交流，

达到群体和谐的目的。在经典诗文中，自然的

情绪升华为人际间的和谐情感，自然的感官升

华为充满温情的艺术感受，其目的是为了陶冶

和塑造“发乎情止乎礼”的性情。中华民族特有

的情感趣味、美学传统与人生智慧就是这一理

想的外化形态。其中，古代经典诗文最为精准、

细腻、全面地呈现了对社会与人群的心灵滋养

和智慧熏陶。这里既有个体强烈的情感抒发，

又有社会理性的自觉遵循；这里蕴藏着难以言

尽的思辨与智慧，蕴藏着个体对自然、人生、宇

宙的深情与追问。它们共同沉淀在含蓄蕴藉、

温柔敦厚的文学文本中，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培

育、性格养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经典诗文中，在文学家的精神世界

里，才有壮怀激烈的人生奋进，才有飘逸洒脱的

超越追求，这使他们的诗文迸发出既雄阔壮美

又清俊超然的万千气象，而这正是中华经典诗

文生命智慧的特有魅力。生命是短暂的，时间

是永恒的，人生由此开启了生命之思。在经典

诗文中，时间被赋予情感的厚度，情感被赋予时

间的长度，对生命的忧思焕发为激昂的青春，转

换成艺术之美，生命也因此更加灿烂。

这就是传统文化、经典诗文的力量。事实

证明，只要我们真正讲透、讲懂传统文化里的

哪怕一联诗、一个场景、一段故事，人们就会记

住一辈子，甚至受用一生。对许多人来说，中

国文化的象征非常具象，可能就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话，就是“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诗，就是“郑和七

下西洋”这样的故事。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

不绝、生机勃发，离不开天下为公、四海一家、

孝悌忠信、协和万邦等一系列理想观念、价值

追求。这些精神内涵深深埋藏在诗句中，成为

刻印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推

动文化传承发展，就是要以通俗化、大众化、艺

术化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激活每

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基因，让人们从中获取知

识、汲取营养、吸取智慧，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

生机与活力。

中华经典诗文，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又繁

荣兴盛的发展之路，凝练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华文学传统与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增强

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古代经典诗文

与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代 的 影 响 力 和 感 召 力 ，推 动

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

未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用中华诗文滋润心田
康 震

舞台服装设计关键在于将设计者
对角色的感悟融入服装作品，助力人物
形象塑造。也许人物服装并没有引起
观众的注意，但舞台上的角色已经活
了，故事在观众心里扎了根。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金秋时节最能激发诗

情，千百年来孕育了众多经典名篇。近些年，古典诗文更多地通

过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网络视听等形式创新呈现，传承着诗

韵悠长的中华文脉，也赋予了经典诗词以时代新意。值此中秋、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我们重温那些吟咏家国、温润心灵的诗句，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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