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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啊，2024，共和国 75 周年的中

国！到处是光明和发展，到处是创新和

灿烂。盐城、苏州、宁波、杭州、三门峡、

郑州、阿勒泰、乌鲁木齐、南宁、桂平、贵

港、哈尔滨、沧州、青岛、黟县、合肥，我跑

过的地方，高楼大厦，道路通达，繁荣昂

扬。当然，难忘还在于面对挑战与克服

艰难时心中有数，迎击、周旋，惩治贪腐、

治党从严。“小小老老”的写作人王蒙，也

在家国天下的鼓舞奖掖督促注视之下实

干而且撒欢；就这样迎来了 2025，“十四

五”收官之年。

我喜欢 2025 这个数字，我感受到它

的 宏 伟 与 壮 阔 、吉 利 与 完 整 、敦 实 与

融圆。

2025 年首期《花城》上将有我的中

篇小说新作《夏天的念想》，“忆旧堪怜恩

与爱，闲思岂忘乐和忧？”

2025年夏天，我希望能出版我的中短

篇合集《夏天集》，包括《夏天的奇遇》《夏

天的肖像》《夏之波》《高雅的链绳》等。

2025 年 1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出

版我的新作《诗词中国》，谈一批古典的

中国诗词，从《尚书》上的《卿云歌》到谭

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也谈了李白

与毛泽东的《忆秦娥》，我甚至于比较了

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与约翰·列

侬的《昨天》。

2025 年首期开始，《中国作家》将刊

登我的读《聊斋》的文字，借题发挥，弘扬

传统，读书之乐。

2025 年，我还要再访新疆。主要去

阿克苏，有文物与社会生活的调研，还要

去 看 一 位 老 师 。 1969 年 ，她 只 有 十 几

岁，我们相识，有密切来往。她名叫玛依

努尔，是月光的意思，她酷爱读书，人们

称她为阿凡提（即先生）。如今她也 70
多了。有朋到远方找，不亦乐乎？

2024，我们充实而且骄傲， 2025，让

我们期待而且更加努力。一切都在继

续，一切都在提高与升级，一切都在给力

与前进。至于王某，他仍然是文学生产

的一线劳动力，他仍然是一直耕作着的

那头牛，牛啊，不敢放松的是“出活儿”。

他仍然是那个歌龄 70 余年的歌者：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好个 2025！
王   蒙（作家）

记得传承版《曹操与杨修》建组初

期，我在剧组的微信群里给每位青年演

员发过一则短信：“此次‘曹杨’要看列公

的了！一堂新人、新气势、新闪光，你们

担子不轻啊！我有劲头按当年苦排‘曹

杨’之精神来要求你们，逼你们苦排、苦

练，不知你们有没有兴趣？会不会有意

见？肯不肯吃苦？愿不愿意卖点力气？

想不想为京剧事业的前途做点真挚奉

献？我相信，只要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奋

起带头，发扬‘曹杨’剧组当年优秀传统

的拼命精神、玩命劲头，定会获得观众之

认可！！！”

群里的年轻人纷纷表态、点赞。其

实，我的内心是忐忑的。一来担心他们

的基础、体力、经验扛不下这两个多小时

的活儿；二来担心繁杂的工作任务和社

会活动会分散他们的精力；三来也担心

他们会有畏难情绪，不敢吃这个苦！

如今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些可爱

的年轻人非但不怕吃这个“苦”，人人都

还主动地“讨苦”吃并乐享其中！几年

里，我与他们朝夕相处、争分夺秒，哪怕

是出差在外，都会抓紧一切机会“开小

灶”。三年三出戏，传承的不仅仅是作

品，也是思路、理念和方法，以及戏里戏

外的陪伴与坚守。短短的时间里看着他

们快速成长，在一出出大戏里独当一面，

所有的付出，都值了！这些优秀的年轻

人用实际行动给剧目的未来、京剧的未

来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深感欣慰，也倍感

骄傲！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

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强调，“戏曲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

人”。一个剧种需要优秀的剧目和人才

的传承，才能永葆青春、活力、激情和持

续的干劲。一个年轻的梯队脱颖而出，

需要剧目的依托和我们这些“老兵”的

“保驾护航”。剧目和人才互为托举，合

力为剧种的持续发展提供绵延的动力和

保障。

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和支

持，让我倍感振奋，更使我清晰认识到振

兴戏曲艺术、繁荣民族文化的迫切使命。

生逢新时代，期待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指导下，老、中、青三代戏曲人身体力行

地传承经典，承担起这个职业应有的社

会责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传播做出更多的努力。

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家）

河 山 添 锦 绣 ，星 光 映 万 家 。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眺望远方，实现 2035 年建

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离不开

我们每一个人的绵薄之力。

新 年 伊 始 ，我 们 邀 请 作 家 、

学者 、艺术家 、文化传播者和基

层的文保工作者，写下他们的愿

景和期盼。他们中有年过九旬

依然笔耕不辍的长者，有为赓续

薪火笃行不倦的戏曲名家，有文

化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还有拔

节生长的年轻一代。涓涓细流，

终将汇成大河。每一位作者的

美 好 愿 景 ，也 是 我 们 的 共 同 愿

景，祝福祖国的明天更加繁荣昌

盛，祝福人民的生活更加喜乐安

宁 ，祝 福 我 们 的 未 来 更 加 光 明

灿烂！

——编   者   

我是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

的一名普通村民，也是村里的长城保护

员。石峡村三面有长城环绕，我的生活

从未离开过长城。我的舅舅梅景田义务

巡护长城 40 多年，每次去长城巡视，他

都会经过我家，给我讲讲长城的状况、长

城的故事。因此，从幼年起，我就对长城

产生了很深的感情。2019 年，我通过考

试，成为北京首批 400 多名长城保护员

中的一员。

我们村共有 6 名长城保护员，负责

巡查守护长城石峡段。目前，这段长城

还 没 有 对 外 开 放 ，但 每 年 都 有 很 多 对

“野”长城感兴趣的“驴友”慕名而来。监

测险情、捡拾垃圾、劝阻游客……就是我

工作的日常。

巡查一趟往往需要走五六个小时，

近 20 公里。从村子到长城脚下，是窄窄

的小路，两个人并排都走不开，一不小心

就容易滑倒。夏天杂草丛生，常常把路

面遮盖了，我巡护时得带着镰刀，边走边

除草。山上没有信号，有一次，一位保护

员在巡视时脚扭伤了，也没有办法求救。

长城保护员没有执法权，遇到少数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也只

能拍摄记录，下山后再向有关部门通报，

而无法及时通知执法人员来制止。

但我相信，未来 10 年，这样的情况

一定会改善。

如今，村子的东西两头，各修通了一

条登山步道。村子通往长城的路上，已

经竖起了一座信号基站。未来，将有更

多监控摄像头，实现重点地段的电子监

测，更及时更精准地预报险情。前一阵，

村里告诉我们，可以去参加无人机培训

课程。未来，无人机巡航拍摄让我们不

必再往险峻的高处攀爬，巡护变得更轻

松、安全。

我希望，未来，修缮好的石峡段长

城可以面向游客开放，让更多人能够亲

身体会到长城的壮美。那时候，我可以

带着游客们登长城，给他们讲长城保护

的知识、我们石峡村和长城的故事。村

民们的日子也会变得越来越红火。

10 年，20 年，30 年，我依然会守着这

段长城。只要还能走得动，这条路我会

一直走下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

同路人。

未来定有更多同路人
刘红岩（长城保护员）

愿
景

2022 年临近春节，卖凉粉的张孃孃

靠在小吃摊车前，一手揣兜，另一只手快

速给我翻看她的社交媒体主页，里面都

是她闲时用手机拍摄的凉粉视频。听她

讲起网友看到这些视频大老远跑来照顾

她的生意时，我意识到，一个被我忽略已

久的事实——互联网快速发展，短视频

的拍摄与传播已经非常普及，人人都是

自媒体。

过去几千年，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

墨客可能做梦都无法想象，在未来的一

个时代，我们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将自

己的才华学识、喜怒哀乐触达千万人，哪

怕她的智慧只是凝固在一碗道地的凉粉

里。而做了那么多年短视频创作的我，

应该怎样结合时代变化，为传统文化做

更多的事情？扫码支付了两碗凉粉钱

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不更新视

频，我想到这些非遗传承人的身边找答

案 。 从 2023 年 开 年 到 现 在 ，从 四 川 出

发，我陆续去了 20 多个省份，拜访了 100
多位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在长时

间跟他们的交流中找到了我要的答案。

长时间实地走访、更深入地接触了

解传承人，我发现，传统文化在他们这里

真的不只是一个“高大上”的标签，传统

文化的传播在他们这里也不仅仅是一句

响亮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烟火寻常。

如何解决传承人年龄断代严重的问题？

如何解决传承人离互联网远，不能更好

地运用互联网进行传播的实际问题？如

何启发传承人用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习

惯来创新产品？如何解决传承人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

发 现 了 问 题 ，就 必 须 解 决 问 题 。

2024 年，我成立了李子柒非遗工作站，

它是一个服务传统文化的纯公益小家。

过去两年中我所发现的这些问题，也在

很多“同行者”的帮助和支持下逐一被解

决，有好几件事快拿到成果了。

此时我敲下这些字的心情是欣喜

的，传统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

喜欢。

我希望有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离互

联网科技更近的年轻人能加入。在这件

事上，年轻力量大有可为。纸没有被发

明前，文字被刻在龟壳兽骨简牍上。在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前，主要使用雕版

印刷。每一项技艺的产生都源于当时的

历史人文。而此刻我们身处的时代，有

更便捷的传播环境和更尖端的科技，可

以为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播和创新提供便

利，只要是在守正的基础上来创新，我觉

得都没毛病！说不定在几十年乃至上百

年以后，大家在今天结合时代背景为传

统文化做出的这些创新，都会像毕昇发

明泥活字、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一样，永

久地留在这门手艺变迁的历史长河里。

找到我要的答案
李子柒（网络短视频创作者）

在创作路上遇到同路人，是令人欣

慰 的 事 情 。 2024 年 ，我 参 演 的 电 视 剧

《我是刑警》《城中之城》《西北岁月》播

出，表演上的用心之处被大家看到了，这

是我的幸运。我慢慢感到，关注度越高，

意味着责任越大。一个人的“好”，并不

能成就一部作品的“好”，好作品一定是

故事、节奏、表演多方面的和谐统一。带

着这份责任去创作，我比以往更在意整

部作品的质量。

影视是老百姓接触最广的艺术门类

之一，往往一下子就能够穿透人心，它的

影响力不可小觑。音乐有音律之美，绘画

有线条色彩之美，戏剧有思想人文之美。

美，总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表达美，

让观众在共情中提高审美，是影视创作者

的责任。文艺有自身的规律，在润物无声

中传递美，是我在塑造人物时的追求。

文艺的任务并非给出标准答案，文

艺的魅力在于通过形象感染人，引人思

考，启发观众自己寻找答案。《城中之城》

播出时，记者问我为什么饰演一个有“灰

度”的角色？赵辉这个人物，既有他的

“光辉”，也有他人性中的“灰度”。“光辉”

和“灰度”共同构成这个人物的真实。《我

是刑警》中，秦川说“命案必破，不破不

休”“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你挖出来”。有

人认为，这话有点像口号。我采访过多

位刑警，这些话正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

的真实话语。真实是价值传达的基础，

先有真，才有美。不论饰演历史人物还

是当今各行各业中的人，我都尽量让人

物回归“人”，回归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

行为逻辑。只有人物形象真实立体鲜活

可信，观众才可能在感同身受中获得启

发和共鸣。我特别呼吁真实的力量，我

们的文艺作品绝不可以失去真实。

世界如此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样态，构成了世界

的参差百态。而人的认知难免有局限性，

矛盾、冲突、隔阂往往源于误解。用理解

跨越误解，文艺作品是最好的沟通名片。

我希望未来在这张“名片”上留下更多印

记。通过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告诉世界

上不同地区的人们，这就是中国人，这就

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善良、我们

的悲悯、我们的坚韧、我们的乐观。

自信地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故事，是

我的愿景。一个演员的能力十分有限，

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自信地讲述我们的故事
于和伟（演员）

图①：王蒙在新疆阿勒泰禾

木留影。

            武学良供图

图②：荣 新 江 在 土 耳 其 考

察，寻觅散佚的文物文献。

            荣新江供图

图③：于 和 伟 在 热 播 剧《我

是刑警》中饰演刑警秦川。

              片方供图

图④：刘 红 岩（左）和 舅 舅

梅 景 田 在 长 城 上 。     
            刘红岩供图

图⑤：李子柒（右）拜访荥阳

油纸伞传承人郑传泰。

            李子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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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长荣在京剧《曹操与

杨修》中饰演曹操。

    上海京剧院供图   

2024 年 5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

《满世界寻找敦煌》。大概因为书稿来自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座，文字比

较接地气，再配上 40 年来在各地走访的

故事和图片，颇受读者欢迎。我做纯学

术研究，这类书原本不在写作计划中，可

是这本书引起的关注，远超我所预料，不

仅盖过了 2022 年 11 月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我自认为雅俗共赏的《从张骞到马

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2023 年出版

的两本纯学术著作《唐宋于阗史探研》

《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也像是被“屏蔽”

了一样，见到我的人都是“满世界寻找敦

煌”，似乎忘记了我“满世界寻找”的还有

于阗、吐鲁番文书，还有关于丝绸之路的

各种材料。

敦煌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焦点有

多种原因，最值得表彰的是从常书鸿、段

文杰到樊锦诗一代代“莫高人”坚守大漠

的奉献精神。通过各种媒体，这种精神

为世人所知，感动了读者，影响了大众。

我是远离敦煌的北京大学教师，更多关

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我的“满世界

寻找敦煌”是另类的故事。

“寻找”材料是每一位学者必备的素

质。我们做敦煌、吐鲁番、于阗研究的

人，因为许多资料被非法掠走，所以我们

要“满世界寻找”。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

分散在丝路沿线和世界各国的博物馆、

图书馆中，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也

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2025 年，我要“寻找”什么呢？我想

应该是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粟特人是

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他们的家

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

区，因为处在四通八达的贸易通道节点

上，粟特人天生就擅长经商，他们从本土

出发，西向拜占庭，东到中国，北入漠北

游牧民族区域，南向印度次大陆，一批又

一批商队沿丝绸之路出发，在一些丝路

上的重要贸易点建立聚落，逐渐形成了

贸易网络，把控了整个丝路的贸易。

从 1990 年开始，我就在追寻粟特人

的踪迹了。几十年中，我去过粟特人的

家乡撒马尔罕、布哈拉、片吉肯特，寻访

粟特考古遗迹。我去过和田、龟兹、焉

耆、吐鲁番、敦煌等出土粟特语文书和文

物的地方，考察这些文物文书的来历。

天水、固原、大同、北京，哪里发现粟特人

的文物，我就第一时间前往。我畅游在

长安、洛阳古代都城的坊里遗址上，感受

粟特人在这里的生活与活动。在寻找敦

煌资料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寻访粟特

文物资料。

2025，我 想 把 它 当 作 自 己 的“ 粟 特

年”，把我多年来“满世界寻找粟特”的过

程讲给大家听，更重要的是把我收集的

粟特碑志、文物的研究成果奉献出来。

满世界寻找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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