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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作为党和人民培养的

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始终将目光投向人民，

以创作演出回馈人民，始终将为人民服务视

作自己的天职。

指挥“路边音乐会”，
感受人民群众对音乐的需
求和热爱

去年初冬时节，我应邀在贵阳大将山脚

下，做了《我们的国歌》第 302 场讲座。第

二天，我又在贵阳花溪河畔黄金大道路边，

指挥了一场没有围墙、别开生面的露天音

乐会。

当我随团到达现场时，不禁被眼前的场

景所震撼。不大的场地已被早早赶到的人

们挤满，后来者只能在山坡上、树丛中寻找

观看演出的位置。他们中既有中青年，又有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满脸稚气的孩子，用人头

攒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说实话，

人民群众对专业性很强的交响音乐会能有

如此之高的热情和兴趣，出乎我的意料。

为让大家喜欢和听懂音乐会，我与贵阳

交响乐团反复推敲，确定以红色经典乐曲为

主要演出曲目。演出开始后，观众的热情被

一首首激情澎湃的乐曲点燃。《红旗颂》《激

情燃烧的岁月》让观众感受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瑶

族舞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使观众感受时代

的变迁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幸福。特别是当

乐队演奏起气势磅礴的《歌唱祖国》和令人

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时，现场观众的

情绪瞬间达到顶峰，不约而同地跟随指挥昂

首高歌，唱出心中对党的无比热爱、对祖国

的无限深情。其景其情，令我动容。

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通过

网络直播欣赏此场演出的观众达 2000 多万

人次。我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对音乐艺术

的需求和热爱，感受到文艺工作者肩负的重

任，感受到为人民服务应该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

顶风冒雪为两名哨兵
演出，把音乐献给最可爱
的人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从事音乐

工作 50 多年，担任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50 周年、60 周年天安门广场联合军乐

团的总指挥，担任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国歌奏唱的指挥，带领解放军军乐团完

成了数千场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演奏任务。

作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部队官兵

服务更是我的光荣使命。战士们为了祖国

安宁和人民幸福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无私

奉献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教育着我。每

次去部队演出，不管演出条件好坏、观众人

数多少，我们都努力以最饱满的热情拿出最

高质量的演出，献给最可爱的人。

有一次我带演出团去部队，完成计划中

的演出任务后，听说几十公里外的山上，有

两名长年在哨所里站岗的战士特别想看我

们的演出。我毫不犹豫地带领几名演员赶

了过去。我们踏冰雪、走山路，赶到哨所时，

演出小分队的同志都已气喘吁吁。看完我

们满怀激情的演出后，那两名战士激动地流

下热泪。其中一名战士说：“以前我们只能

在电视上见到你们，现在面对面地看你们演

出，这说明祖国和人民惦记着我们。我们一

定要为祖国和人民站好岗、放好哨！”

还有一次，我带演出队去新疆某部队演

出。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年近 50 岁、即将转

业的团政委聊天。这位团政委脸庞黑红，双

唇干裂，双手布满了老茧。聊天中得知，他

几十年来一直坚守边防，山上工作生活的

艰辛远超想象。常年的高原生活，使他患

上严重的腿疾和胃病。但团政委毫无怨言，

他平静地对我说：“这么多年，我照顾不了老

人、妻子和孩子，但能在这里为祖国尽职，值

得！”谈及再过几个月就要离开部队转业到

地方工作，他感慨地说：“回家过上正常的家

庭生活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

好父亲！”我深深地被眼前这位黑瘦的团政

委所征服、所感动，与他一直畅聊至凌晨 3
点，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舍小家为大家，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

家。”这位团政委体现出人民军队千千万万

可敬可爱官兵们的崇高境界，他们就是我们

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服务的对象！

平生最难的一场音乐
会，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

我不满 15 岁就离开家乡，考入解放军

军乐团来到北京。1972 年 10 月，母亲来部

队看我，带来十几个我爱吃的咸鹅蛋。我每

天吃一个，最后一个最大的鹅蛋怎么也舍不

得吃掉，就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了下来。50
多年过去了，这个已经自然风干但保存完好

的鹅蛋，一直摆放在我家书柜显著的位置。

它留存着母亲的温度、母亲的味道、母亲的

深情！

1996 年 7 月 8 日，我正在紧张排练准备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突然接到了母亲病故的

噩耗，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下子陷入极度

悲痛之中。我恨不能立刻赶回老家，再见母

亲最后一面。可是再过一天就要演出了，我

知道观众即将满怀期待而来，此时更换指挥

已经来不及了。

我经历了指挥生涯里最难的一场音乐

会：一边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一边充满

激情地指挥乐团。演出圆满结束后，热烈的

掌声经久不息，我还像平日那样面带微笑，

向热情的观众鞠躬致谢。跑回休息室后，我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关起房门嚎啕大

哭……这场终生难忘的音乐会，唯一让我感

到宽慰的，就是作为一名党和人民培养多年

的音乐工作者，我没有让观众失望，没有忘

记自己的天职。

为维护国歌尊严、普
及国歌知识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国歌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在国歌

声 中 成 长 ，50 多 年 来 ，天 安 门 广 场 上 党 和

国家的许多重大活动中，我都是国歌演奏、

指挥的亲历者。《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旋律。

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也应在凝聚民

族精神、增强爱国意识上有所作为。为了更

好维护国歌尊严、弘扬民族精神、强化爱国

意识，我于 1997年在人民日报刊发《演奏〈国

歌〉请使用正确的版本》。2008年至 2018年，

我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期间，在

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我坚持不懈地为国歌立

法提案。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的国歌

应该像国旗、国徽那样，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大法。终于，在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我的国歌立法

提案也被评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为让更多人了解国歌，2017 年初，我在

反复查证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历及

学习研究，制作了《我们的国歌》课件。7 年

来，我不辞辛劳在各地讲课，时至今日已宣

讲 300 余场。据不完全统计，有近 20 万现场

听众、近千万线上听众听过我的讲座，大家

给予我热情的反馈和鼓励。

让音乐走近大众，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的艺术素养，同样是一名音乐工作者的应

尽责任。不论是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还

是担任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我始终都把

普及音乐知识、提升公众艺术修养作为努力

的方向。我策划组织了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管乐艺术节暨中国优秀（交响、行进）管乐

团展演、南昌国际军乐节、“中华杯”全国管

乐独奏展演等活动，有 1000 多个乐团、10 余

万名乐手参与其中，将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奉

献给人民群众。

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身为

文艺工作者，我将继续“把心、情、思沉到人

民之中”，永远牢记自己的使命职责，活到

老，为人民服务到老。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

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主席）

题图为贵阳花溪区高坡乡风光。

陈伟红摄（影像中国）

制图：沈亦伶

“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
于 海

最近几年，通过打造特色

美食、地标建筑、主题博物馆和

品牌文旅演出等方式，一批“网

红”城市“火出圈”，吸引人们前

去“打卡”，成为新时代城市文

化 建 设 的 一 大 亮 点 。 与 此 同

时，如何持续吸引关注、从“网

红”走向“长红”，也成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实

践表明，只有深入开掘城市文

脉，涵养城市文化，让城市有源

源不断的故事可讲，城市形象

才会更鲜明，城市才有更持久

的吸引力。

用历史文脉定义城市文化

主题。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

由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历 史 人 物 和

历史事件构成，凝聚着当地人

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观念，也形

塑 着 独 特 的 城 市 文 化 主 题 。

福州就以三坊七巷为载体，打

造“有福之州”的城市主题。三

坊 七 巷 属 于 当 地 特 色 建 筑 形

态，是中国古代城市里坊制度

的“活化石”。福州通过保留老

街故居，改拆为修，让古街区的

空 间 形 态 和 场 所 内 涵 融 入 当

下，将厚重历史转化为现代人

身居其中、可触可感的文化体

验。如今，三坊七巷不仅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还成

功吸引了超过 600 个商业品牌

入驻。

随 着“ 博 物 馆 热 ”持 续 升

温，将文博故事与城市民风民

俗有机关联，也打开了人们了

解城市的窗口。成都武侯祠博

物馆近年来丰富展陈形态，将

博物馆分为三国历史遗迹区、

三 国 文 化 体 验 区 和 锦 里 民 俗

区，让观众借由三国历史走近

成都、走近四川，既延伸了博物

馆主题，也讲出了城市文化的

多重意蕴。现在，锦里民俗区

已经变成当地的热门景点，本地

居民和游客都把这里作为成都

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来此观光游

览。2023 年国庆长假，武侯祠

博物馆的旅游热度在国内博物

馆中名列前茅。

用数字媒介丰富城市故事的讲述手段。2023 年，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 20 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和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双双上榜。二者的走红，离不开用新技术

新媒介呈现历史文脉的持续探索。大唐不夜城以新颖独特的创

意刷新人们的观感，成为网络热议的文旅话题，激发网友线下体

验的热情。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则借力热门剧集，不仅高度

还原剧集场景，还跳出原作，融入更多城市历史与传统文化元

素，着力打造衣食住行的生活体验空间，让游客感受古人生活滋

味，探寻文化基因。

善用数字媒介，并不是简单将城市故事“搬上网”，而是通过对

传统节庆、民俗和生活方式的现代演绎，将现代设计理念和科技手

段融入历史文脉，塑造富有活力的城市形象，赋予城市文化更大吸

引力。数字媒介塑造的城市文化新景观新体验，令人眼前一亮、心

有所动，让更多人记住一处景、爱上一座城。对层出不穷的沉浸式

街区来说，建成只是第一步，围绕主题不断刷新形象，带来对城市

文化的新认知，才是“长红”的密码。

用文化符号擦亮城市名片。一座城市或许有讲不完的故事，

但要打动“陌生人”，须在故事积淀基础上，拿出足够凝练、足够

接地气、足够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百余年历史的青岛啤酒、30
多年历史的青岛国际啤酒节是青岛着力打造的城市名片。2023
年，啤酒节青岛主会场接待全球游客 600 多万人次。同时，啤酒

节走出青岛，在国内 60 多个城市落地，把美食、音乐与当地文化

结合起来，实现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沟通。成都的熊猫、茶馆，

重庆的火锅，广州的早茶，山川风物、民俗美食传递着一张张形

象的城市文化名片，借由体验者的文字、视频，生动讲述新的城

市故事。

那些在网上获得关注、令人心向往之的城市，那些总有不同故

事流传、让人“来了不想走”甚至主动参与讲述的城市，都在开掘城

市文脉上做足了功课。创造性地开掘转化城市深厚文脉、提升人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城市发展的新课题。期待有更多城市探寻

传统，拥抱未来，讲述打动人心的城市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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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之美，盛于华夏。推敲修辞之间，

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吟诵佳句之时，历史传

统如在目前。诗评家钟嵘说：“非陈诗何以

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作为情与思

的绝佳载体，旧体诗在今天如何继续焕发生

命力？周家望诗集《瓦釜虫鸣集》试图以当

代人的视角，接续古典传统，展现旧体诗创

作的新风貌。

祖国山河锦绣，写不完、道不尽，描摹风

景是古典诗歌的悠久传统。诗集作者在饱

览祖国河山的过程中，品读山水之美，捕捉

生命灿烂，以今人之眼观古代名胜，写出自

己的观察和体验。

作者写苏州名胜虎丘塔：“深林形在望，

绝顶势峥嵘。景自三层阔，风从八面生。”化

静为动，表现塔的高耸直立，凸显力量感。

写广西的涠洲岛：“枕边如诉海声音，赠我层

云慰我心。夹道蕉林频拱手，秋风不舍曳衣

襟。”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海滨风光的谐趣，

给人以惬意感受。写贺兰山：“云展雪敷冷

画屏，朔风惊草振驼铃。贺兰山麓霜天下，

何处牧歌断续听？”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想，

调动起面对雄浑山川的多重感官体验。古

典诗词向来有以形写神的传统，通过寥寥数

笔，捕捉事物的关键特征。诗集作者努力汲

取古人之法，有意识地抓住景物特征，描摹

出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咏史诗一向寄托着

诗人的历史情怀。在诗集中，作者不只是回

顾，更有沉思与展望；不仅怀着对历史的温

情敬意，寻访名胜古迹，更从百年党史的辉

煌征程中感受精神伟力。如参观北京门头

沟的抗日根据地马栏村，作者俯瞰嶙峋的

山势，遥想前人的峥嵘岁月，写下：“壁立千

峰军挺进，川流百代势腾冲。”将历史与自

然融于一体，赞颂抗日英雄们的英勇无畏

与卓然气魄。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 ，歌 诗 合 为 事 而 作 。

如今，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令人振奋，诗歌

创作理应与时俱进，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

生活敞开，书写当今时代的精神气象，记录

奋斗向上的生命光彩。诗集中，作者讴歌

时代先进模范，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写下诗篇，赞颂他爱国奉献的精神，从一个

侧面展现农业的发展进步；关注科技创新，

为“天宫一号”发射的壮丽场景留下激昂的

诗歌见证；走近景德镇瓷窑，描摹当代瓷器

的精美绝伦，称颂传统技艺和工匠精神的

薪火相传；聚焦“北京榜样”，书写“人生不

等闲，昂首百重关”的奋斗气概，引起读者

共鸣。

古 典 诗 词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瑰

宝。作者从悠久深厚的诗词传统中学习吸

收，以“尊古不泥古，意境超拔而不出律”为

追求，持续探索旧体诗创作。让古韵发出

新声，让古典诗意流淌进当代生活，有待更

多创作者的努力。希望诗词创作能既接续

传统又匠心独运，既沁润于先贤诗篇又书

写当今时代，给读者带来更多有益的精神

滋养。

古韵新声 淬炼诗意
赵慕宇

《瓦釜虫鸣集》：周家望著；北京出

版社出版。

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只有深入开掘城市
文脉，涵养城市文化，让城市有源源不断的故
事可讲，城市形象才会更鲜明，城市才有更持
久的吸引力。

核心阅读

人民群众对专业性很强
的交响音乐会能有如此之高
的热情和兴趣，出乎我的意
料。我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
对音乐艺术的需求和热爱，
感受到文艺工作者肩负的重
任，感受到为人民服务应该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
民绽放。身为文艺工作者，
我将继续“把心、情、思沉到
人民之中”，永远牢记自己的
使命职责，活到老，为人民服
务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