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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寿英） 12 月 20 日晚，
2021 第九届深圳钢琴音乐季迎来了压
轴之作：音乐季组委会联合耶鲁大学
音乐学院等单位，特别打造中国钢琴
作品线上音乐会，让耶鲁飘过中国音
乐风。

中国和耶鲁大学的交流合作已有
百余年历史。本次音乐会由 4 位毕业
于耶鲁大学的中国青年钢琴家张楚
晗、童心、赵炑子和石文婷及特邀嘉
宾比利时钢琴家博复生携手上演 8 首
不同时期的中国钢琴佳作，包括《二
部创意曲》《彩云追月》《纳木错》《舞
狂》 等。中外钢琴家们用音乐传承中
华历史，荟萃中西文化，担当新时代
文化使命。

2021 第九届深圳钢琴音乐季在两
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带来约30场钢琴主
题音乐活动，包括精彩的音乐会和讲
座等，覆盖线上线下。音乐季坚持用
国际化、民族化、多元化、普及化的
方式，克服疫情带来的阻隔，组织钢
琴家们在耶鲁大学以及深圳、上海、
广州等多地录制，并不断鼓励新生代
钢琴家们延续前辈的开拓精神，以音
乐为纽带，用音乐铭记初心，把优秀
的中国钢琴作品发扬光大，向世界传
播中国声音。

当晚，耶鲁北京中心、腾讯视频
和 QQ 音乐同步直播了音乐会，共有
数十万观众通过互联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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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新时代的文艺创
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方法路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守
正创新，就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
程的历史方位，把个人艺术追求融入
时代发展，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古往今来，
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
表达的有机统一。诗人屈原感楚国国
运之变，将忧国忧民之思倾注笔端，
写下《离骚》；北宋画家王希孟叹山
河之美，把“可游可居”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融入 《千里江山图》；
鲁迅先生关切民族命运，在思想文化
战线上发出时代的“呐喊”。新时代
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
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以孜孜以
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搞创作，把提高
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
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
价值，努力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
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
是文艺创新的宝藏。文艺工作者要努
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
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
华，展现精神魅力。要把握好传承与
创新的关系。传承与创新是文艺创作
的一体两面，没有传承，创新就是空
中楼阁；没有创新，艺术就失去了生
命力。唯有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
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一大批活跃在荧
屏上的节目根植中华文化沃土，把艺
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
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中国诗
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点燃大众对中
国古典诗词的热情；《如果国宝会说
话》《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拉近
历史文化遗产与观众的距离；河南卫
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发掘传统节日
内涵，以新理念、新技术把传统习俗带
到当下。文艺工作者还要继续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把既继承传统文化又弘
扬时代精神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
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文艺创
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
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
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
对接。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
俗，学我者死。”文艺创作若只是照
搬跟风、克隆山寨，学其形却不能具
其意，文艺生态必然单调匮乏、毫无
生机。文艺工作者只有跟随时代生活
创新，以自己的艺术风格进行创新，
文艺大花园才会春色满园、百花齐
放。近年来的文艺创作在理念和形式
上不断推新，佳作迭出。《长津湖》

《革命者》《我和我的祖国》《攀登
者》等电影开掘主题立意，注重创新
表达，用鲜活的电影语言生动讲述中
国故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采
用电影蒙太奇的叙事手段，赋予舞剧
以“舞蹈化的戏剧性”；杂技剧《战
上海》则将杂技、戏剧、舞蹈等多种
艺术表现手段与谍战等故事情节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作品的成功表
明：只有把创新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
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在
体裁、题材、形式、手段上充分发
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的革新，
文艺创作才能迈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拓展文

艺新空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
知和想象。新技术引发媒介变革，催
生出新的文艺理念和文艺实践。例如
网络文学、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纪
录片、短视频等网络文艺形式蓬勃发
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文艺两新”也
成为当前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有生力
量。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
服务的，文艺创作“内容为王”的核心
要义并没有改变。近年来深受观众喜
爱的网络文艺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
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网络动画《大
理寺日志》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灵感，彰
显中华文化魅力；网络文学《大江大
河》《复兴之路》《大国重工》立足现实，
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艺术与技术的
关系，丰富文化内涵，开拓新的表现手
段，实现艺术与技术新的融合。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时
代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广阔舞台。文艺工作者当把握历史进
程和时代大势，扎根生活沃土，勇攀
文艺高峰，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
为，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奋力书写新
时代文艺辉煌新篇章。

电影 《跨过鸭绿江》 与此前的抗
美援朝电影不同，它统揽战争始末和
来龙去脉，反映了抗美援朝的全局和
全过程，而不是一个局部、一次战
役，在国产片中第一次全面展现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进行的五大战
役。该片着眼国际局势，从出兵与否
的利弊权衡，到彭德怀司令挂帅出
征；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
后每次战役是如何组织的，到将帅的
运筹帷幄、部队的运动穿插；从志愿
军克服极端严寒天气，到面对美军先
进武器的强大火力……影片表现了我

军将帅把控全局、部署战役、实施作
战的全过程，展现出大格局、磅礴气
势以及志愿军在战术运用上出奇制
胜、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和能力。

这部影片之所以有这样的全局视
野与大格局，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总司令的视
点。可以说，影片是以彭总的视角讲
述了抗美援朝历史，是观众跟随彭总
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影片从彭总临危
受命始，到他在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终，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全貌，
大气磅礴，细节逼真，直面历史，震

撼人心。
反映“以气胜钢”的抗美援朝战

争的影片，当然要以气为主。美国人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对
于 1949 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
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
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
令世界上比它富足得多，尤其那些科
学技术上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
受。”当列强纠集“联军”又来到中国
家门口，说明他们并不认为“东亚病
夫”真的能站起来。那么，中国人民
只有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不可欺侮。

《跨过鸭绿江》用电影的方式还原了这
种语言。

人们把抗美援朝看作新中国的
“立国之战”，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
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新中国一穷
二白，武器装备落后，靠什么赢得胜
利？这部影片给出了答案：靠民心士
气，靠民族精神，靠翻身做主人的人
民大众保家卫国的决心，靠中华民族
站起来后民族尊严、民族自信心的觉
醒。一句话，靠中华民族迸发出的英
雄主义精神和凝聚起来的力量。这部
电影使观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雄赳
赳，气昂昂”，真实的历史人物构成了
影片的英雄谱，每一位烈士的生命都
是一座捍卫和平的纪念碑。

大国博弈，风云激荡；百年巨
变，谁主沉浮？文艺如何表现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从衰败到复兴的伟大转
变？《跨过鸭绿江》 带来了有益的启
示，这就是正确的历史观，坚定的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创作史诗的眼界
和格局。

社会主义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文艺具有人
民性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立场。作为
一名民间文艺的研究者、创作者和民
间文艺保护实践的工作者，对文艺
人民性的感受尤为深刻。可以说，
人民就是多姿多彩、如遍野山花般
烂漫的文艺的创造者，是文艺创造
性、生命力的来源，是我们传承发
展、创作实践的目标和归宿。

近期，我们将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一项民间艺术的主题展览，
展览的名称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与
实践创作的核心主题和传统——

“到民间去”，就是从书斋走向广阔
的民间，从文献走向火热的生活，
从作品走向一个个民间文艺的创造
者。作为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在田
野行走几十年，我收获了大量民间
文艺的一手文献、一线体验，收集
整理了一系列可能稍纵即逝的民间
文艺档案。它们是民族民间文化生
活的活态存录，记录和述说着民族
民间文化的情与理、智慧和热情、
生命力和创造力。我想通过展览的
形式，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和感受我
们民族文化的根脉，也唤起老一辈
的乡愁记忆和情感共鸣，以这样共
同参与的文化交流方式书写和传播
人民的史诗。我计划在这次展览
后，将最富有文化价值的民间文艺
藏品捐献给国家，我们的研究、创
作、展览和传播都是国家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我希望把几十年耕耘的
成果奉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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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
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
沛源泉。”这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阐释。我们从事民间文艺
研究与创作，灵感和启示即来自人民的文艺，它带给我丰沛的
生活滋养，有情感的温度，有精神的力度，有现实生活里坚韧
而又热情的态度，使我的创作不会为了形式而形式、为了新颖
而新颖，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情感、艺术体验去汲取融会，然
后再进行创作。在这次民间文艺主题展中，也将展出我在民间
绘画、民间工艺等基础上创作的美术作品和艺术衍生品，这是
一种艺术创作的实践，也是文化的寻根之旅。从何处来、向何
处去，是我们文化艺术创作的核心命题，人民的文艺就是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我们“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
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
重要意义和价值。我们在持续推进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
研究与创作的同时，也致力于以有形的、直观的、多姿多彩的
民间艺术展示中国生活、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近年来，在几
十年民间文艺收藏的基础上，我们编纂出版了 《中国民艺馆》
丛书，产生了积极反响，已输出韩语、波兰语、英语版权。那
些民间年画、绣屏、油灯、泥玩具是民族民间的文化创造，它
们是生活历史的积淀，是民族集体智慧和审美情趣的体现。它
们静默无声，又有千言万语，诉说着永恒的情谊和闪光的精
神，是民族之美的生动呈现。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波澜壮阔，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源远流长。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培根铸魂的文化使命，我们要把
握好、践行好，坚持人民的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日前，“一起向未来”首都群众精品文艺节目展演在北京市
首都图书馆剧场举办。本次展演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北京市文化馆承办。图为群众演员在表演。 马毅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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